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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铸魂，果业大县创亮产业发展新名片
文/本报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张新征 图/特约摄影 杨红文

临猗县全方位推动现代果业高质量发展巡礼之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在我们村，果业就是我
们的特色产业。我们要立足资源优势，紧紧围绕果业发展，
进一步创亮品牌，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实现果业效益的最大
化。”11 月 11 日，临猗县北景乡峰仙村党支部书记李峰刚告
诉记者。

果乡临猗果林纵横、果园遍布。全县各类水果种植面
积达 110 万亩，年产各类水果 25 亿公斤。近年来，临猗县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以国际视野规划，以国家标准建设，以“南果”战略推动，通
过品牌创亮，奋力推进“品质果业、品牌果业、诚信果业”建
设，开启临猗现代果业发展新时代。

“苹果红、苹果香，艳美的苹果装满筐；汽车拉，快递送，
一霎时间卖个净。”11 月 12 日，临猗县三管镇新庄村快板非
遗传承人张娈浸润在香气浓郁的苹果园里，又说起了她的
快板，再次颂赞给她带来甜蜜生活的苹果产业。

创亮品牌
“王万保”荣膺“中国驰名商标”

“自从旗下‘王万保’牌苹果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后，公司的果品销售更趋高端化、国际化，再加上价值 430
万元的法国 MAF RODA（迈夫诺达）果品分拣机的投入
运行，这都标志着公司发展走上了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
轨道。这都是品牌建设和创亮给公司带来的新变化。”11
月 11 日，位于临猗县卓逸村的运城市万华果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万保告诉记者。

品牌就是招牌，商标就是符号。在林林总总的果品市
场上要出类拔萃，一眼被消费者识记并接受的首先是品
牌。作为果业大县的临猗，在果品生产销售上格外重视品
牌的打造与创亮。

为进一步在果品生产和销售上强化品牌意识，加大品
牌营销力度，让更多临猗优质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不断提
升临猗县农特产品的美誉度与知名度，实现品质化、高端
化、品牌化，使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临猗、走向全国、享誉世
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增收致富，2021 年 9 月 24 日，
坚持“特”“优”发展定位和方向，临猗县推出了“猗顿农品”
区域公用品牌，旨在构建价值清晰、形象统一、资源整合的
临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把打造“猗顿农品”这一区域
公用品牌作为建设现代果业强县的重要抓手来推进。该县
以“猗顿农品”区域公用品牌为统领，实行“统一标识、统一
包装、统一品牌”的办法，实现“母子品牌”运作，构建起“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商标”模式，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带
动县域内各子品牌协同发展，实现子品牌产品溢价，使临猗
果业发展迈进品牌新时代。据统计，截至目前，临猗县共有

“临猗苹果”“临猗鲜桃”“临猗冬枣”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
件、马德里国际商标 5件。

“去年，我这 10 亩钢架三连栋大棚冬枣创收 24 万余
元，加上 4 亩露天冬枣创收的 2 万余元，总收入 26 万
余元。今年收入比去年还要高，4 亩露天冬枣搭上
钢架棉被棚，7 月下旬产品上市，价格特别可
观 。 今 年 光 这 4 亩 冬 枣 ，账 上 就 记 录 收 入
88000 元。”11 月 11 日，临猗县南姚村枣农
李吉厉兴奋地说，“这都是品牌战略给
咱枣农带来的效益。”这是临猗县发
挥“临猗冬枣”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优势，采取标准化生产实现
强县富民的一个缩影。

作为“猗顿农品”区
域 公 用 品 牌 下 的 一
个 子 品 牌 ，2018 年
年初，“王万保”牌苹果
被 认 定 为“ 中 国 驰 名 商
标”，这是全省目前唯一的水
果类“中国驰名商标”，这代表着
临猗果品的品牌在不断创亮。

“请进来”让临猗果品留住广大客
商的心，“走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临猗果
品、记住临猗果品。在品牌创亮工作中，临
猗县通过“请进来展、走出去宣”的办法，全力
创品牌、促提档。截至目前，该县已成功举办了十
届山西临猗果品文化节，累计吸引全国各地及俄罗
斯、印度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00 余名客商参会参
展，参观总人数近千万人次，有力地提升了临猗果品在国
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11 月 18 日至 23 日，临猗县
将高标准举办第十一届山西临猗果品文化节，势必进一步

提升临猗果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好品牌是好产品的标识代言，好产品是好品牌的内在

支撑。在打造临猗果品品牌的同时，临猗县还制定公布了
“临猗苹果”“临猗冬枣”等果品的生产标准，大力推广矮砧
密植栽培方式、果园生草法等六大技术集成的苹果管理方
式，以过硬的技术和质量支撑临猗果品品牌。

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从“创品牌”到“亮品牌”，依托
“猗顿农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引领，临猗县 110 万亩果品发
展已迈入一个新时代。如今，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
标的第十一届山西临猗果品文化节即将举办，借着这一平
台，“猗顿农品”这一金灿灿的产业名片将会走向更广阔的
世界舞台。

电商销售
“临猗果品”脱颖业界做“大亨”

2019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通报，临猗县在发展农村果品
电商方面成效明显，获得督查激励。商务部、财政部对该县
在果品电商发展中给予专项扶持。

2020 年 8 月，阿里研究院公布了 2020 年度“电商销售
排名”，临猗县“御品一园”电商企业雄踞线上果品销售榜榜
首。

2021 年至 2022 年果品产销季，在全国邮政系统苹
果快递物流量排名中，临猗果品位居县级第一。

……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果品流通也被

接入电商时代，发展果品电商营销，对临猗
这个果业大县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临猗县按照“政府助力、企
业主导、产业支撑、品牌带动、全民

参与”的思路，全力推动电商产业
蓬勃发展，先后出台了《关于

鼓励和支持电商产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

电 商 产 业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等 系 列 文

件，从土地、财税、金融
等多个方面，扶持电商产

业园发展壮大，助力电商企业
做大做强。在电商发展过程中，

该县实行“线上线下齐发力、‘两条
腿’齐步走”的办法，依托天猫、京东等

电商平台，每年举办“临猗苹果网上行”主
题活动，打造“永不落幕的果品文化节”。同

时，在全国重点城市、重要口岸，连续举办“临猗
苹果品牌行”主题活动，在北京、天津、重庆、贵阳等

地持续建设“临猗水果直销中心”，进一步加大临猗果
品品牌宣传力度。2022年，该县对临猗果品品牌包装作

了设计优化提升，发布了《临猗果品品牌宣传使用办法（试
行）》等，多举措鼓励果农加大电商销售力度。此外，该县还
依托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举办了“临猗果品千社万店销售
大竞赛”主题活动，全力促进电商发展。

11 月 12 日，在临猗县北景乡石家庄村喜多鲜“农村淘
宝”网店客服大厅，“叮咚叮咚”的下单声和工作人员“噼里
啪啦”的打字声此起彼伏。据该网店负责人介绍，在临猗县

电子商务商会的支持下，他们依托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
平台，销售苹果、酥梨、鲜桃等临猗各类果品，虽然开店不
久，但人气特别旺。仅 10 月，线上交易额就达 300 万元，销
售苹果、鲜桃等临猗果品 50 余万公斤。在临猗，喜多鲜“农
村淘宝”网店只是该县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目前，临猗县已有规模较
大的电商企业 100 余家，建有电商恒温保鲜果库 480 余座，
总贮藏能力达 170 万吨，开设网店 3000 余家，电商在临猗果
品营销中已呈燎原之势。

提档升级
“三改三减两推广”助推品牌打造

好品牌预示着高质量，高质量支撑着好品牌。临猗是
老果区，在做好“三新（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果园开发
建设的同时，如何提高老果园的品质效益也是品牌打造的
一个重点。针对以“乔、密、晚”为主要特征的老果园，该
县围绕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实施

“三改三减两推广”提质增效工程，不断助推果业
发展转型。

“三改”即改品种、改树形、改土壤。改
品种即适度发展早、中熟苹果品种，力求
早、中、晚熟品种比例达到 20∶25∶55；
枣、梨、核桃、樱桃、江石榴等干鲜水
果也根据市场需求，提高种植比
例，将苹果与其他干鲜水果结
构比例调整到 55∶45；加大
新 品 种 的 引 进 推 广 力
度，探索发展高端功
能苹果和其他功能
性干鲜水果，每个村培
育 1 个 新 品 种 推 广 示 范
区 。 改 树 形 即 在 全 县 推 广

“高光效”树形，改善光照条件，
提高果品质量，力争推广 3 万亩。
改土壤即扩大配方肥使用范围，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 12万亩。

“三减”即减密度、减化肥、减农药和激
素。减密度即对密植的老果园进行大间伐，增
强通风透光能力，提高机械使用率，降低劳动强
度；新增果树间伐面积 5 万亩，主导产业以苹果为主
的乡镇，打造两个以上千亩间伐示范区。减化肥即推广
化肥减量增效技术，鼓励农民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重点
打造闫家庄村两万亩国家级有机肥替代化肥连片示范区。
减农药和激素即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推广农业绿色防治
技术，减少农药和激素用量，苹果树、枣树及其他农产品禁
止使用膨大素和催熟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探索建
立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和追溯体系。

“两推广”即推广标准化栽培、推广设施栽培技术。推
广标准化栽培即大力推广“苹果六大技术集成”“枣树六大
无公害技术”等标准化管理技术，制定樱桃、葡萄等水果标
准化操作规程，推进“三品一标”认证，每个乡镇打造 3 个千
亩以上的标准化示范区，确保农产品标准化率达 30%。推
广设施栽培技术即新增鲜枣设施大棚栽培 10000 亩，发展
葡萄、樱桃、油桃、草莓、有机蔬菜等设施栽培 3000 亩，探索
苹果、石榴等设施化栽培；积极发展智慧农业，用先进信息
技术武装农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诚信经营
“临猗果品”从市场风浪里淘漉而来

品牌需要产业呵护，产业铸就品牌实力。在果品品牌
打造上，临猗县通过打造“诚信果业”为品牌建设加油助
力。消费者之所以青睐临猗果品，关键在于“诚信”二字。
诚信经营、诚信营销，已经成为临猗果业的行业共识。

位于临猗县耽子镇的山西皓美果蔬有限公司，每年出
口苹果、桃子、李子、梨等水果达 1 万吨，其中苹果占 90%，
是山东佳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内最大供货商之一。“为了
保证每一个果子在红度、糖度、大小等方面均达到外贸要
求，我们投资建设了一条法国 MAF RODA（迈夫诺达）果
蔬分拣线，给流向市场的每一个苹果都做‘CT’，以确保果
品质量。”该公司负责人杜红羌说。

“果品安全溯源工程”也从技术上最大限度地确保了
“诚信”。该县已打造 5000 户“有身份的苹果”经营户。每
一户的苹果都贴有独一无二的二维码，消费者只要一扫二
维码，就能全景式了解这个苹果从开花、结果、膨大、增色到
入库、检测的全过程，实现从果园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溯源。

“现在都在讲食品安全，都在谈果品溯源，临猗果品真的把
安全溯源落了地。”贵州中农富源果业公司负责人龙义说。

在追求“诚信果业”的道路上，一旦鸣枪，即是冲刺。
对外，统一“猗顿农品”区域公用品牌，每年的山西临猗

果品文化节发布临猗苹果价格指数，让市场“有牌可寻”“有
价可依”；对内，通过开展“订单农业”、打造现代化示范园
区、建设智慧果园等手段，把标准化和高质量贯穿种植、加
工、销售的每一环节，以此实现事前管标准、事中管检查、事
后管处罚、信用管终身。尤其是在现在的信息化时代，该县
在果业生产上大力实施智慧果业发展理念，通过在果业生
产中推行互联网技术，使果业实现现代化、智慧化。

11 月 12 日，走进该县北景乡西村的临猗县智慧果业技
术集成中心，在偌大的园子里，竟看不到一个果农。有

了物联网技术，苹果种植都靠信息化智能监控系统，
果农只需坐在电脑前，就可以轻松搞定浇水、施肥

等，一个人就可以同时监管上千亩果园。
临猗县推行的智慧果园将物联网技术

与标准化生产相结合，运用果业智能监控
系统，打造了智能高效水肥一体灌溉、

农药自动喷洒、实时气象和土壤信
息记录以及全程视频监控四大

系统。
记 者 看 到 ，果 园 内 设

置有大量传感器节点构
成的监控网络，不间
断采集果园内的温

度、湿度、光照等数据
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帮助

果农发现问题，果农在控制
中心足不出户就可实现药液自

动喷洒及滴灌施肥等操作。
“品质是品牌根本，品牌是果品旗

帜，诚信是果品内核。”11月 12日，在位于
临猗县角杯镇上豆氏村的示范园里，全国劳

动模范、临猗县忠定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吴中定说：“我的‘老吴’牌苹果严格按照县上要

求进行生产营销，因为‘老吴’苹果就是临猗众多果品
中的一分子。”

一路山水一路欢歌，一路耕耘一路收获。
临猗果业，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踏着新时代的节拍，

行走在新时代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48 万果乡儿女用
淳朴的民风讲述着“临猗故事”，用生动的实践丰富着“临猗
精神”，用拼搏的姿态描绘着奋斗历程，蹚出了一条具有临
猗特色的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三新三新””果园硕果累累果园硕果累累

采摘丰收果实采摘丰收果实

精品艺术苹果精品艺术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