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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甘肃庄浪，就被层层叠
叠的梯田吸引，这里是名副其实
的“梯田王国”。夏季，梯田就像
多彩的丝带。入秋以后，梯田上

“交织”着两种颜色：红色和金
色。红色是挂在树上的苹果，当
地人叫“红果果”，红扑扑的看着
喜人。金色是埋在地下的马铃
薯，庄浪人称“土蛋蛋”，黄澄澄
的散发清香。

现如今，庄浪人把这“红果果”
“土蛋蛋”做成了产业链，提升了附
加值。“红果果”变成了“致富果”，

“土蛋蛋”升级为“金蛋蛋”。

“红果果”造就了“超十亿元”镇

要说“红果果”咋成了庄浪人的
“致富果”，就不得不提万泉镇。

庄浪县是全国苹果优势产区，万泉
镇是庄浪县苹果主产区，现有果园 3.78
万亩。“去年全镇果品总产量 12.3万吨，
总产值 10.2 亿元。”万泉镇党委书记刘
兵强说。

今年3月，万泉镇被农业农村部认
定为 2022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
十亿元镇。

一个小镇，产值能超 10 亿？记者
前往一探究竟。

驱车至万泉镇，梯田上漫山遍野
都是苹果树。盘旋上山进入田间，沉
甸甸的果实早已压弯了枝头，苹果的
红点缀着叶子的绿，果农踩着梯子、
挎着篮子采摘，忙碌的身影和远处的
青山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

“尝尝我家的苹果。”果农马晓斌一
边打着招呼，一边递来苹果。苹果个大
饱满，红艳喜人，透着果皮就能闻到清
香。咬一口，甘甜多汁，爽脆可口。

36 岁的马晓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
种植大户，早年在外打工，2014 年回
到万泉镇清水沟村搞起苹果种植。一
开始只承包了6亩果园，收入就比打工
多出不少。

过了几年，马晓斌和家里人一合
计，又承包16亩。“去年收入达到20万
元。靠着这苹果，近几年在县城买了
房，还提了新车。”马晓斌笑着说，“今
年又是好收成，苹果也能卖个好价钱。”

下山到万泉镇中心，304省道横穿
而过，路两旁分布着苹果寄存、打
包、运输等店铺。道路上行驶着各地
车牌的车辆，镇子里穿梭着来自五湖
四海的收购商，到处都是忙着打包、
整理苹果的人们，就连平时唱秦腔的
戏台，都被临时改造成苹果仓库。

不远处的崔坪村，一座约700亩的
现代化“农业工厂”拔地而起。在这
里，苹果不是长在树上，而是像葡萄
一样挂在架子上。

“崔坪村的耕地多是川地，相较山
地土壤贫瘠，挂在架子上可以避免果
树的枝干与果实抢养分。”崔坪村村委
会主任崔过关介绍，由于之前土地养

分不足，收成差，村民宁愿外出打工
也不愿种苹果。久而久之，甚至出现
荒地。

痛定思痛，崔坪村决定和外面的企
业合作，村里出地，企业出技术，通过
和村民签订合同实现土地流转，村集体
实现了土地整合。这座现代化果园采用
了非常先进的农业技术：专家化验土壤
成分，缺啥补啥；在苹果间种植菜籽，
充当绿肥；采用滴灌技术，精准浇水；
使用水溶性肥料，减少污染……

如今，崔坪村的百姓一年可以赚 3
份钱：固定的土地转租费用，在自家果
园种植收入，有余力还可以在村里的

“农业工厂”里打零工。“这些年，外面打
工的人慢慢回村了，甚至还有大学生，
怪稀奇哩。”崔过关说。

“梯田上的苹果树，现在成了老百
姓的‘摇钱树’。”刘兵强对今年的收
成很有信心，“保守估计得超12亿元。”

如今，苹果已经成长为庄浪县乡
村振兴的优势产业。庄浪县果业站站
长刘军介绍：“庄浪县果园面积稳定在
65 万亩，42 万亩已挂果，预计今年苹
果产量达到 65 万吨，苹果全产业链产
值达到45亿元。”

种了马铃薯，我们腰包鼓了

在庄浪，有一道家喻户晓的美食——
蒸马铃薯，采用简单的烹饪方式：直接
将洗净的马铃薯丢进蒸锅里，不加任何
调料。刚出锅的马铃薯口感最佳，咬下
去绵软沙糯。

庄浪马铃薯为什么好吃？秘密藏
在永宁镇农业技术推广站里。

“口感好是因为淀粉含量高，这都
是我们‘万里挑一’培育的品种。”站长
苏小龙说。

以 如 今 已 经 大 规 模 推 广 种 植 的
“庄薯四号”为例，该品种从2004年开
始研发。首先根据育种目标，确定父
本、母本后进行授粉，来年结出一万
多颗种子，种子长成果实后，进行初
筛，剩下约1000颗。

随后，则是漫长的选培过程。马
铃薯一年只成熟一次，筛选一次就要
经过一年时间。四五年后，只剩下最
后几颗种子。再经过观察、培育，最
终得到了“庄薯四号”。2016 年，“庄
薯四号”通过省级品质审定。

然而，如果直接将培育出的新品
种按传统方法去种，经常会出现品种
退化，土豆植株变矮，薯块变小，产
量下降，严重的还会绝收。

如何规避这种情况？庄浪人引进
了“雾培法”。在庄浪县脱毒种薯繁育
基地，马铃薯并不是种在土地里，而
是在“雾培”床上生长，栽培板上是
一株株绿苗，栽培板下水雾熏着一串
串和枣一样大的马铃薯。

“这些是‘原原种’，不能吃，只
用来种。”陇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马强强说，“打个比方，我们种的是爷
爷辈，农户种的就是儿子辈或孙子辈。
经过脱毒处理，农户可以安心种植。”

“自从六七年前种了庄浪本地研发
的马铃薯后，我家生活才渐渐有了起
色。”苏鹏鹏说。前两年，为了扩大生
产规模，他牵头成立了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以土地入股，自愿加入，生
产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年底按“股
份”分红。乡亲们算了算，“齐心协
力”比“单打独斗”挣得要多，当年
就有10户人家加入。

赚到第一桶金后，苏鹏鹏并没有
满足，而是为合作社先后购置了耕
犁、点播机、覆膜机等农机，从播种
到收获实现全过程机械化，不仅降低
了成本，还减轻了负担，让许多一辈
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实现了

“坐享其成”。
“种了马铃薯，我们腰包鼓了，土

房变砖房，砖房变别墅。来年，我们
合作社要进一步扩大规模，争取从今
年的200亩到300亩！”苏鹏鹏说。

“雾培法”让庄浪马铃薯涅槃优
生，壮大为梯田特色产业。庄浪县农
技中心主任李国斌介绍：“庄浪县今年
种植马铃薯 36.5 万亩，总产鲜薯 56 万
吨，总产值6亿元，马铃薯全产业链产
值预计可达10亿元。”

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庄浪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接
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定要拿当地产
的苹果醋。在当地人心中，苹果醋和
美酒一样珍贵。呷上一口，苹果醋酸
中带甜，咽下去，味蕾仍有回甘。

慕名来到苹果醋的生产商——甘
肃贡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货架上摆
放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苹果醋、苹
果酒、苹果片……一颗小小的苹果，
在这里做出了“大文章”。

“我们的原材料大部分就地取材，
雇佣的员工也基本是当地人。”贡禾食
品总经理李尚文介绍，相比直接出售
原材料，精加工可以让利润翻倍。

如今，李尚文引进了智能化生产
线，并组织团队研发更加健康的产品，
不断升级包装，向高端化进军。“我们
的目标是让产品走出庄浪，让外面的人
也尝尝我们的好东西！”李尚文说。

庄浪县委、县政府对发展农产品
产业链形成共识：“只销售农产品附加
值较低，必须延伸产业链，这样既能
擦亮庄浪苹果、庄浪马铃薯的品牌，
又能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在庄浪县宏达淀粉加工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清洗、搓磨、提取……生
产各环节都由机器“代劳”，工人只需
要在计算机上操作，全程不需要接触
马铃薯。“智能化的效果显而易见。”
公司负责人朱建勋说，“制作马铃薯
粉 条 需 要 将 薯 粉搅拌，就像和面一
样，太软、太硬都会影响口感。此
前，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可以胜
任，如今机器可以轻松完成。”

成立之初的宏达淀粉公司只是个
小作坊，用土办法制作，2015 年开
始，朱建勋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实
现了“机器换人”。

凭借优质的原材料、厚道的价格，
宏达淀粉公司生产的马铃薯粉条已经
出现在天津、河北等地的餐桌上。

采访时，恰逢庄浪县首个“平凉
企业家日”政企面对面活动举行。庄
浪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庄浪主要
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谈。会上，企业
负责人广开思路、畅所欲言，现场氛
围十分热烈。

“我们将不断推动集群发展，盯紧
产业链、供应链、朋友圈，加强行业
联合，放大竞争优势、提高生产效
益。”会上，政企达成共识。

未来，庄浪“红果果”“金蛋蛋”
的附加值会越来越高，庄浪人的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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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泉镇果农正在查看丰收的苹果。

▲马晓斌展示刚采摘下来的苹果。▲马晓斌展示刚采摘下来的苹果。

▲万泉镇果农正在给苹果打包。

▲庄浪县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内，科研人员查
看正在培育的马铃薯。 受访企业供图

▲庄浪县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内，科研人员查
看正在培育的马铃薯。 受访企业供图

▲永宁镇的农民借助农业机械收获土豆。▲永宁镇的农民借助农业机械收获土豆。

右上图右上图：：冬季冬季，，白雪皑皑的庄浪梯田白雪皑皑的庄浪梯田。。 张加盛张加盛摄摄
底图底图：：夏季夏季，，庄浪梯田庄浪梯田宛如一条条绘在黄土高原上的彩带宛如一条条绘在黄土高原上的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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