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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属于牟平观水镇的秋天：
晨光如画，洒向广袤的田野，透

过挂满枝头的苹果，在果农的手指
间跳动……

昨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山东国
际苹果节系列活动——牟平观水苹
果文化节开幕。在这场属于果农的
盛会上，我们看到了牟平区深耕苹
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16年前，“中国苹果第一镇”的
称号从观水叫响。16 年后，“观水
苹果”的故事，有了更精彩的篇章。

漫山苹果红，观水好“丰”景
牟平区观水镇2023年苹果文化节昨日开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影报道）牟平观水苹果
以个大、色艳、味美、果面光洁、耐
储存而享誉海内外。10月 18日举
办的观水果王争霸赛中，共产生 6
名胜出者，分别是冠军尹宁，亚军
姜学良、李海超，季军刘经宽、矫
学秋、矫建立。在昨天的观水苹
果文化节开幕式上，6名胜出者上
台领奖，收获了热烈掌声。

“我们按照镇政府提倡的原生
态有机农业方式对果园进行管理，
种出来的苹果外观和口感都很
棒。”尹宁手持冠军奖杯，自豪地表
示，获得“果王”冠军后，他对苹果
种植管理更有信心了。

此次比赛，观水镇果农有着很
高的积极性。“参赛的苹果主要是
市场比较认可的烟富 3号和长富 2
号，今年的苹果糖度和硬度都高，
参赛的苹果色泽鲜艳，条纹清晰，
很好地代表了观水镇苹果的水
平。”现场评委、观水镇原农业技术
推广站站长姜召田告诉记者，希望
果农继续加大有机质投入，做好地
下管理，合理搭配营养，让苹果品
质更高。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春娜）用镜头捕捉观水的美，留下
丰收的记忆。10月，牟平区观水镇
党委、政府联合烟台日报融媒传播
有限公司，举办了 2023“甜蜜金秋
好‘苹’观水”主题摄影大赛，经过

筛选和线上投票，最终评选出 6位
获奖者，其中一等奖《老哥俩》，作
者李苏适。二等奖《老少同乐》，作
者牛英俊；《航拍苹果市场》，作者
曲立强。三等奖《收苹果》，作者王
爱华；《金秋》，作者张燕燕；《大丰
收》，作者姜明君。

观水苹果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6 位获奖者上台领奖。“甜蜜金秋
好‘苹’观水”摄影大赛启动以来，
征集到近 500幅摄影作品，经过第
一轮筛选，最终选取 324幅作品进
行网络投票。参赛作品要紧扣“甜
蜜金秋 好‘苹’观水”这一主题，展
现“中国苹果第一镇”的自然景观、
民俗风情。

我们放眼更广袤的牟平，金光洒满山峦、
松林、草甸，与红红的苹果、灿烂的笑脸，构成
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美好的画卷里，我们
读懂了牟平发展苹果产业的决心和信心。

决心，来自一张张笑脸。果园里，一颗
颗硕大的苹果像小红灯笼一般挂在树间，远
远望去，像给青山披上了一层红色的外衣。
果农正在忙着采摘苹果装筐，他们讨论着今
年苹果的行情，畅想着金秋的收入，不经意
间绘就了一幅幅“秋收美景图”。

信心，来自一个个市场。天还不亮，
从全国各地涌来的苹果商贩就到达了果
品交易市场。前来售果的果农你来我往，
车辆川流不息，苹果收购商则忙不迭地将
收来的苹果进行筛选、称重。“牟平的苹果
市场认可，今年的苹果口感更好，卖相也

好，我拿回去卖，许多客人都喜欢。”一前
来收购苹果的商贩说。

让老百姓丰产又丰收，让传统的“致富
果”香起来，牟平一直在努力。

牟平区苹果栽植面积16万亩，年产苹果
34万吨，果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
业。今年9月21日，牟平区苹果协会成立暨第
一届会员大会召开，标志着牟平苹果产业发展
开启了崭新篇章，观水苹果文化节更坚定了牟
平区深耕苹果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牟平区将依托苹果协会，打造苹果产业
发展优质平台，围绕苗木繁育、农资供应、果
品生产、贮藏、加工、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等
产业链条，扩大服务面，达到全产业链信息
共享、利益共获的目标，携手共创牟平区苹
果产业发展新局面，全面促进牟平区苹果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
秋风吹过，果香扑鼻。广袤的田野上

迎来了最美的时光……

从老果农，到新园主，李典义变化的不
只是身份，更是种植苹果的理念。

昨天上午，在观水镇上寺口村，李典义
在自家新苹果庄园内，查看黄金维纳斯的
生长情况。“我们成立家庭农场之后，管理
更科学，钱包也更鼓了。”李典义笑着说。

家庭农场，已经成为观水苹果突围的
新模式。

观水苹果经过 40年的发展，面临着劳
动力弱化、果树老化、品质退化等诸多问
题。找到一条既符合观水苹果发展实际，
又能被多数群众认可的种植路径，已迫在
眉睫。 20-30 亩的家庭农场、小苹果庄
园，以投资金额少、种植成本低、收益见效
快等诸多优势，成为破解观水苹果种植困

境的有效模式。今年以来，观水镇党委、
政府改变传统集中连片经营模式，推进土
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保留农户家庭经
营的优势，按照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
产品生态化、管理规范化的要求，鼓励打
造一批规模 30亩左右的质量高、效益好、
带动作用强的“家庭农场”。强化财政扶
持，明年镇政府设立专项资金 100 万元，
推广普及家庭农场种植模式，以推动苹果
种植结构实现新突破。

目前，上寺口和西半城小而精的种
植庄园已经试水成功。开幕式上，观水
镇党委书记徐晓云代表观水镇党委、政
府发出倡议：

各村围绕苹果种植结构调整，打破农

户分散经营的种植模式，因地制宜，推动小
农现代化，坚持以土地流转为抓手，着力打
造小而精的20-30亩农民家庭农场。

发挥家庭农场的示范引领作用，辐射
带动周边有能力、懂技术、善经营的新职业
农民开展适度规模化经营。

多个家庭农场之间进行联合，通过以
强带弱、强强联合等方式，成立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合作社，共享资金、技术、设备
等，推动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经营。

“高标准打造的家庭农场，将成为今后
三年观水镇党委政府大力倡树、引导、扶持
的种植模式。”徐晓云说，通过政府和果农
共同努力，观水镇将持续擦亮“中国苹果第
一镇”的金字招牌。

观水十八盘，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
时刻。

在“调色盘”一般的美景中，果农拉着
一车车苹果穿行在公路上，客商满载着希
望齐聚“中国苹果第一镇”。

第四届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系列活
动之牟平观水苹果文化节，在热闹喜庆的
氛围中开场。《丰收的笑容》宣传片中，果农
的笑脸感染着观众，开场节目大型舞蹈《幸
福像花儿一样》跳出了果农喜悦的心情。

苹果文化节，果农唱主角。开幕式上，
观水镇原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姜召田及牟
平区观水村果业有限公司、恒诚果品有限
公司、云龙果品冷藏有限公司、绿宝果蔬有
限公司负责人上台，领取了观水镇苹果产

业发展特殊贡献奖。果农张守芹、王德明
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台领取了“家庭农场示
范引领人”的奖牌。

透过观水好“丰”景，我们看到了观水
发展苹果产业的决心和魄力：

观水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观水镇位
于胶东半岛北部，地处六区市交界处，交通
运输便利。观水镇大部分为环境优美的半
山半泊地区，属于典型的温带东亚季风型
气候，具有独特的优质含磷风化石沙质土
壤、清甜的山泉水源，空气中负氧离子丰
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观水苹
果以个大、色艳、味美、果面光洁、耐储藏等
特点享誉海内外。

观水有能征善战的底气。观水镇坚持

老龄、郁闭果园改造，依托职业农民培养、现
场实训等多种形式对各村果业技术人员进
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培训，推广优质
高效技术，着力搭建科技融促平台，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全面推进果树技术改造。

越努力，越幸运。观水苹果在激烈的
竞争中一路驰骋：2007年，观水镇荣获中国
果品流通协会授予的“中国苹果第一镇”称
号；2008年，“观水”牌苹果被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许可使
用绿色食品标志；2008年，观水镇被授予

“中国优质苹果基地百强镇”称号；2021年，
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十亿元镇；
2022年，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
十亿元镇。

果农唱主角，漫山苹果红

推广家庭农场，观水再“突围”

丰产又丰收，共绘新蓝图

果王争霸赛
冠军落谁家?

“甜蜜金秋
好‘苹’观水”
摄影大赛颁奖

果农在牟平观水苹果文化节上展示观水特色农产品。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载歌载舞庆丰收。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评委现场评“果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