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板】日前规模小、集约化程度较低

【建议】加快建设现代水果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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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水果产业
如何锦上添花如何锦上添花

近日，洛宁上戈苹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成为我市首个跻身该目录的农产品。业内人士表示，
上戈苹果成为我市水果种植业“新名片”，这将对我市发
展特色高效农业、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扩大本土农产品品
牌影响起到助推作用。那么，洛阳的水果种植业该如何
立足优势乘势而上？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上戈苹果能在我市的诸
多水果品种中脱颖而出，成为
我市首个跻身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目录的农产品，与其突
出的地理环境优势及品牌打造
息息相关。”市农业局园艺站站
长田玉广说，洛宁县上戈镇是
我市苹果业的老产区，果农注
重果品质量的提升，同时种植
技术的成熟应用也让上戈苹果
有了较高的市场认可度。

田玉广表示，上戈苹果的入

选，提高了果农种植积极性，还
吸引了外地企业。目前，一家陕
西水果生产企业已在上戈镇建
立了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这
不但提高了洛阳苹果的市场竞
争力，而且缩小了与山东烟台、
甘肃天水、河南灵宝等地苹果业
的发展差距，提高跨省销售的市
场占有率。另外，对我市发展特
色高效农业、推广绿色生态种
植、扩大本土农产品品牌影响将
起到助推作用。

截至去年年底，我市水果种
植面积达72.8万亩，产量5.9亿
公斤，产值15.9亿元，每亩平均
收入约2184元。其中苹果28万
亩，梨4.5万亩，葡萄5.5万亩，樱
桃4.2万亩；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45家，水果种植经营企业32
家，二者经营总面积10.6万亩，
约占水果总面积的15%。

“近年，我市水果种植业在
农业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已
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
途径。”田玉广说，洛宁县上戈镇
有6.5万亩耕地，去年苹果种植
面积3.2万亩，总产量达6500万

公斤，总收入1.3亿元，亩均收入
约 4063 元，是粮食产业亩均收
入的6.7倍，占该镇农业总产值
的80%。孟津县平乐镇妯娌村种
植了梨树3000亩，年收入1100
万元，占全村年收入的逾70%。

偃师市缑氏镇，目前种植了
2.6万亩葡萄，年产量7800万公
斤，产值2.1亿元，占该镇农业总
产值的75%，葡萄产业的快速发
展，还带动了当地运输、贮藏、加
工、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有的种
植专业合作社靠特色品种栽培，
每公斤葡萄最低能卖到 60 元，
最高卖到240元。

“与其他城市相比，洛阳在发
展水果种植业上，区域生态优势十
分突出。”田玉广说，我市位于北亚
热带向温带过渡地区，境内地形多
变，小气候类型明显，四季分明，光
照充足，雨量适中，土壤肥沃，是多
种落叶果树的原产地和适生区。在
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2008—2015）》中，洛阳被列入水
果种植业发展优势区。

除得天独厚的区域生态优势
外，我市还有传统种植优势，像孟
津梨的栽培历史已有 2000 年；
桃、杏、樱桃等，据史料记载，我市
也均为原产地之一。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洛阳梨以皮薄肉细、颜
色金黄、汁多味甘、质地酥脆，被
誉为“洛阳金橘”，曾远销到武汉、
广州等地，甚至出口东南亚地区。

目前全市尚有荒山荒坡150

万亩和可开发利用的荒滩 20 万
亩。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将有
部分低产田改种果树。

此外，我市农业部门近年大力
推广实用技术，提高了果农种植技
术水平。从2011年起，我市每年还
拿出100万元扶持水果标准化示范
园建设，加快水果种植产业由传统
生产向高效、安全、标准化生产的快
速转变，带动了水果产业全面升级。

虽然我市的水果种植业驶入
了发展的快车道，但也存在短板。

目前，我市水果生产经营的
主体仍是个体农户，这与规模化
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现代果业有
一定差距。目前，我市有近 60 万
亩水果仍靠一家一户经营销售，
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只有45家，
生产经营企业32家，只占水果总
面积的9%。合作社中有95%不是

按《专业合作社法》组建的，一家
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已严重影响
到水果种植业的现代化发展。

“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也是制
约水果种植业发展的一大问题。”
田玉广说，目前全市有灌溉条件
的果树不足 10 万亩，仅占 15%。
同时道路硬化、贮藏保鲜设施与
现代农业的要求差距更大，约有
80%的果园不通电，70%的果园

没有水泥路。
果农经营管理方式仍很粗

放，标准化生产意识淡薄，例如洛
宁上戈、罗岭、赵村、东宋、城郊等
乡镇的苹果园，由于密度过大、郁
闭和病虫害严重，收益不高；而孟
津会盟、城关、常袋等乡镇也存在
一些梨树郁闭严重、树势弱，红提
葡萄结果部位上移、老化、死树等
现象。

目前，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要
全面推行和实施水果生产集约
化、标准化、机械化、无害化、品牌
化，提高水果产业现代化水平和
经济效益；发展上集中连片，规模
发展，建设标准化园区；管理上集
约技术，制定规程，实施标准化生
产；结构上突出苹果、梨、葡萄、大
樱桃四大优势树种和城市郊区、
旅游景区及设施栽培，注重采后

处理和贮藏加工。
对洛宁、宜阳、嵩县、孟津等

地的老苹果园，孟津梨园、红提葡
萄园等劣质、郁闭和低产园实施
改造；引进新品种，对现有品种进
行高接换优，替换更新现有低劣
品种；应用无病毒苗木，使全市水
果品种优良率超过90%。

“果品贮藏加工是保持果品
供应，实现果品增值、果农增收的

重要措施。”田玉广说，今后我市
还将增加水果贮藏、保鲜量，拉长
市场供应时间；鼓励和扶持国家、
集体、个人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兴
建果品贮藏保鲜加工企业，在果
品集中产区建立果品冷藏库，鼓
励果农兴建土窑洞，支持建立生
产果汁、果酒、果酱等的果品加工
企业，促进水果产业的快速发
展。 本报记者 戈晓芳

本报讯（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罗照平）近
日，省发改委公布了 2013 年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评价结果，我市共有 44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参与此次评价，其中，6 家企业技术中心被评为
优秀。

我市此次被评为优秀的6家企业技术中心分
别是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河南国
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洛阳兰迪玻璃机
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四季沐歌（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占全省优秀总数的18.8%。

另外，洛阳惠中兽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河南
省前进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中
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洛阳鸿泰半导体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等35家企业技术中心被评为
合格。3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结果为基本合格，
被给予警告。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每两年开展一
次，主要对企业技术中心的创新机制、技术与人
才、产出与效益以及获得的国家、省级奖励等方
面进行考核，能够综合性地反映企业创新能力建
设、创新成果产出情况。其中得分在 60 分（含
60 分）至 65 分之间的为基本合格，将被给予警
告；得分低于60分或连续两次被警告的技术中心
将被撤销。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这次评价结果
上看，我市44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整体建设情况
良好，优秀率创历史新高，这也说明企业充分认识
到技术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加大了研发投入和管
理的力度，使企业技术中心真正成为企业及产业
发展的技术支撑。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013年评价结果揭晓

我市6家企业技术中心
获评优秀

本报讯 近日从洛阳海关获悉，前两个月，我
市出口轴承72万套，同比增长10%；出口值3062
万元，同比增长13.2%。

洛阳海关相关负责人建议，我市在增加轴承
出口数量的同时，应增加高、精、尖技术的投入，进
一步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加快高附加值轴承研发
步伐，增强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戚帅华）

前两个月轴承出口
同比增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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