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育苗
让根儿更健壮

根是作物的生命，要想增产增收，“根”字
必须一马当先。苹果树的生长，同样需要健康
强壮的根系。

位于临猗县北景乡的国家苹果良种苗木繁
育基地是一个专为研制苹果苗健康根系的地方。

采访当日，我们的第一站是繁育基地果树
脱毒快繁实验室。

组培室工作人员杨莉向我们介绍了实验室
的工作流程：在准备室配药，在灭菌室灭菌，
在苗木组培扩繁室接种，最后把插好小芽的组
培瓶放进培养室。

在苗木组培扩繁室内，一名工作人员在操作
台上投入地工作。只见她把苹果小芽拆解开，然
后用镊子把它们一一插到不同的培养基里。

在培养室内，杨莉介绍道，小芽要在这里
生长三四十天，之后，用于生根的小芽会被移
植 到 土 里 继 续 生 长 ， 用 于 扩 繁 的 小 芽 会 被 分
开，进入下一个扩繁程序。

“培养室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生根。一个是
扩繁，把一个小芽繁殖成一堆小苗。生根和扩
繁的培养剂是不一样的。”杨莉说。

透过培养室的落地玻璃窗，我们看到培养
架上摆满了一个个正在瓶里或悄悄扩繁、或慢
慢生根的绿色小芽，架子上贴着每瓶小芽的出
生日期。看着这些小芽，我们很难把它与地里
高大的苹果树联系起来，但现实是，科技让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

果树脱毒快繁实验室是由临猗县人民政府
与山西省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联合组建的，由准
备室、灭菌室、培养室、无菌操作间组成，拥有苗
木病毒检测仪器、超净工作台、高压灭菌锅、电子
分析天平、冰箱、光照培养架等设备。实验室建
成以来，主要围绕优质无病毒果树苗木快速繁殖
和培育，开展以果树良种、优质、高效、无毒为核
心的苗木工程综合配套技术研究。

“果树脱毒快繁实验室培养的苹果小苗，会
被移植到实验田里，在实验田里仍保持着脱毒
状态，我们会从脱毒的苗上采集嫩枝，进行扦
插。”在临猗县国家苹果良种苗木繁育基地，临
猗县领航达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宋高猛
向我们解释了苗木繁育接下来的流程。

基地现有 70 多个小拱棚。快繁实验室一年
能培养出 10 万株小苗，而小拱棚一次就能培养
70多万株。

在一个 14 米长、3 米多宽的小拱棚前，宋
高猛打开了拱棚侧面的卷帘，一股湿热的气息
便扑面而来，棚内一个个纤细的小苗，就像长
在一个个袖珍型的煤球炉上。

“植物只有在高湿高温的环境下才能生根，
我们在每个小拱棚内都设置了由电脑进行控制
的喷头，实现了智能化控水控温。”宋高猛介绍
道，“小拱棚的塑料薄膜经太阳一晒，棚内温度
飙升，有可能达到 60 度。而植物在 30 度左右更
容易生根，所以我们采取了科学的管理方法，
用微喷喷头和雾化喷头实现控水控温。”

微喷的作用是让棚内空气保持湿润。雾化
的 作 用 是 只 让 叶 片 保 持 水 分 ， 基 质 里 不 需 要
水。“基质是给小苗生根提供营养的，如果水
多，根就会泡烂，基质太干又会板结，这本身
就 是 一 个 矛 盾 体 ， 只 有 在 平 衡 中 解 决 这 个 矛
盾，小苗才能生长得更好，更容易生根。”

扦插的小苗在小拱棚内生长 40 天后，会被
移到实验基地育苗大田里，然后再嫁接成为成
品苗。这种快速繁育的技术，比传统繁育技术
节约了一年多时间。

良种苗木是苹果优质、轻简、高效栽培技
术应用的重要基础，临猗县国家苹果良种苗木
繁育基地所具有的抗重茬、双脱毒、周期短、
成本低、成活率高等特点，使临猗在良种苗木
的栽培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科学种管
高投入带来高效益

要让早熟苹果品质更优，除了在健壮的根系
上嫁接新品种果树，还必须配套新的种植、管理
模式。

正是早熟苹果成熟季，漫步山西泰莱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莱农业公司”）的“三
新”果园，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微风吹来，果
香四溢。

泰莱农业公司位于北辛乡卓逸村，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集苹果种植、销售、储藏为主的农
业公司，拥有 1座总储藏能力 5000 余吨的冷库。

2020 年 12 月，公司在村东流转了 174 亩地，
于 2021 年开始建“三新”果园，去年果树就开始
挂果，今年亩产 1500 公斤。

在泰莱农业公司的“三新”果园，一辆高大的
采果平台缓缓行驶在宽行密植的果园里，只见这
辆采果平台的最前方是一名驾驶员，他的身后、
左右各两名工人在采摘果子。采果平台上，已经
摆放着十余筐装满的苹果。

“以前采摘苹果，高处的一般要搬梯子才能
够着。现在站在采果平台上摘，可以提高好几倍
的效率。”泰莱农业公司法人王海峰介绍道，以前
的果园行间距都比较窄，车就进不去，不适合机
械化作业。

放眼“三新”果园，机械化程度在明显增加，
地上起着 30 厘米高的垄，铺设了防草布和水肥
一体化管道，空中有防雹网，为果园管理节省了
水、肥、力和工等资源。

采访当天，来自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 4
名专家正在泰莱农业公司果园里开展苹果产量
和品质评价。

“这个果园是我们的示范基地，我们团队针
对苹果自然授粉后易产生畸形果、疏花疏果劳动
强度大等突出问题，紧扣农业科技现代化，以实
现苹果花果轻简化管理为突破口，集成推广植物
生长调节剂组合调控、昆虫与液体授粉、果形改
善、果实着色、病虫害综合防控等一系列绿色安
全技术，达到节本增效目的。”山西农业大学园艺
学院副研究员武文卿说道，他们采用了蜜蜂授粉
与液体授粉技术后，苹果都可达到 5 个心室，种
子数都在 7 粒及以上，很少有瘪种子出现。使用
蜜蜂授粉与液体授粉有效减少劳动力 2 个工；使
用疏花疏果剂后果园可减少劳动力 1个工。

虽然苹果品质测定还未出结果，泰莱农业公
司的苹果却已经吸引了外地的客商前来。

采访当天上午，在泰莱农业公司宽敞的库房
内，来自北京、广东的两个客商正在安排各自的
工人挑拣、装箱。

“我主要是发往北京新发地市场，前几天装
了一车，6000 多斤。今天这是第二车了，现在已
经装了 500 多箱、超过 1 万斤了。”客商陈海强边
忙着将装箱的苹果搬到车上，边介绍。

在库房另一边，广东经销商洪武彬也十分忙
碌。他说，去年他就在这儿收桃子的时候，听说
临猗的早熟苹果也很好吃，今年试着收购一些回
去卖。如果卖得好，他明年还来收。

泰莱农业公司的“三新”果园自建园之初，就
致力于打造“抗重茬、双脱毒、免套袋、少拉枝、宜
机化、早丰产”的现代化苹果示范基地。

果园采用了现代苹果矮砧集约栽培六大核
心技术，即以高纺锤型树形为主的简化修剪技
术，以生草覆草为主的生态果园建设技术，以滴
水灌溉平衡（配方）施肥为主的水肥一体化技术，
以机械施肥除草打药为主的宜机化管理技术，以
绿色防控为主的病虫害防控技术，以药剂疏花疏
果及果实免套袋为主的简约栽培技术。

目前，在临猗，统一苗木、统一种植、统一管
理的“三新”果园已有 30多个。

科技检测
赋能果品提质

在位于北辛乡平宜村的临猗县小军苹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基地，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派繁

忙 的 景 象 ， 来 自 上 海 、 广 东 的 客 商 在 忙 着 采
摘、挑拣、装箱。

合作社理事长姚鹏忙得脚不着地。“早上 4
点钟起来，晚上十一二点才睡觉。我要干的事
情特别多，安排工人干活、查看工人装得好不
好、果子摘得红不红、工人吃饭了没有等，都
需要我协调和操心。”

这个果园是 2020 年建的，占地 80 亩，第二
年就挂果了，现在已到丰产期，今年亩产能达
到 2000 公斤。“往年 7 月中旬早熟苹果就该成熟
了 ， 今 年 由 于 气 候 原 因 ， 比 往 年 推 迟 了 半 个
月。但即便如此，果径 65 毫米以上的苹果仍卖
到了 3.5 元一斤，果径 65 毫米的小果也都能卖
1.8元一斤。”姚鹏说。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苹果的成熟度、甜
度，都有了更专业的人员检测——山西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的师生们。

记者采访当天，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助
理研究员赵琪已带着 6 名学生在基地工作了好
几天。

一个学生手持内装碘溶液的银壶，通过碘
染色法检测苹果成熟度。只见她把一个苹果剖
开，喷上碘溶液后观察果面颜色变化。

“苹果的成熟就是淀粉转化成糖的过程。碘
遇淀粉会变蓝，如果果面变成深蓝色，就说明
这个苹果的淀粉含量还比较高；如果变色不明
显，就说明这个苹果的淀粉已经转化成糖了，
已到成熟期，达到采摘标准。进而可以推断这
个果园的苹果成熟期。”赵琪解释道。

临猗县果业发展中心与山西农业大学建立
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果树生长的每个环节，
如有需要技术支撑，还可寻求省、市相关部门
的帮助。

赵琪说：“我们做的是肥水管理工作，每种
水果在肥水管理方面都有差别。到底在哪一种
肥 水 管 理 下 ， 这 个 果 园 的 果 实 着 色 好 ， 果 个
大，长势旺，会得出一个结论，以后果园就按
这个标准来管理。”

赵琪还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测糖过程。
只见他摘下一个苹果，用洗瓶给测糖仪里

滴几滴水，让仪器归零。然后，切下一小块苹
果 ， 使 劲 一 捏 ， 把 果 汁 挤 到 测 糖 仪 的 感 光 区
域。结果显示糖度为 14.5。

“成熟的富士苹果，它的糖度在 12 到 13 就
算高了，但是对于大卫嘎啦五代苹果来说，糖
度 14.5 只能算是中等。如果甜度在 15 到 17 之
间 ， 才 说 明 这 个 糖 度 很 高 ， 它 的 品 质 就 上 去
了。”赵琪解释道，在这个果园，他们追求两个
目标，一是养根养树，让果树成长几十年能够
持续稳产；第二个目标是提质，把果品品质提
上来，让果农多挣钱。

此外，实验组还投资 3 万元，在基地旁边
建了一个蚯蚓养殖场。

养殖场内，堆放着一条 30 多米长共 100 立
方米的深褐色土堆，其上铺设着一条黑色的喷
灌带。赵琪边用工具翻开土堆边介绍道，这都
是牛粪，里面养殖着他们买回来的蚯蚓。

“蚯蚓粪是畜禽粪便中特别好的有机肥。我
们把这些蚯蚓养到 10 月份，然后和牛粪一起施
到果园里。”赵琪说。

“‘三新果园’收益好。第一年种下，第
二年亩产就有 700 斤，第三年 1500 斤，四五年
后到了盛产期，可以达到 8000 斤。”临猗县果
业发展中心技术站站长畅元生说，下一步，他
们将继续关注科技要素投入，加快“三新”果
园 建 设 力 度 ， 让 “ 三 新 ” 果 园 在 全 县 遍 地 开
花，让果农都能吃上科技经营的红利。

夏日的阳光洒下，覆盖着茂密树木的山峦
上明暗交替，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馥郁清香。

过去的山体“伤疤”正在被逐渐修复，盐湖
及其周边景区已成为运城市民及各方游客远
离喧嚣、享受清新自然的休闲胜地。由此，盐
湖的生态价值逐渐开始显现。

近年来，我市坚持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
盐湖生态修复治理，推动盐湖周边破损山体从

“荒”到“绿”。

咬紧牙关
痛下决心专项治理

4600 余年的食盐开采史和 70 多年的无机
盐开发史，给盐湖留下了诸多珍贵历史遗存。

但由于针对盐湖的生产经营活动偏重经
济效益，生态保护力度不足，盐湖自然生态、文
化遗产保护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山体破损就是其中一个。
中条山是盐湖的命脉所在，中条山盐湖段

长约 48 公里，总面积 28 万余亩，每年通过地下
水可向盐湖动态补充约 20万吨的矿物质。

上世纪 80 年代至本世纪初，随着改革开
放、城乡建设步伐加快，建筑材料紧缺、有效管
理缺乏等问题逐步凸显，再加上群众环保意识
淡薄，沿山村民靠山吃山，进行大量无序开采，
对地形地貌和周边环境造成了破坏，部分区域
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经统
计，中条山（盐湖段）废弃露采矿山及破损山体
立面数量较多，后续保护修复压力巨大。

“大风起，尘飞扬；乱石堆，枯草黄；恶臭坑
塘处处藏。”长期无序的私挖乱采，曾经茂密的
青山绿草遭受严重破坏，破损山体、废弃矿坑
随处可见，满目疮痍……而这一切在山体生态
修复工作不断推进中，经历了一场凤凰涅槃式
的华丽蝶变。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保护修复被提到空前的历史高度，生态空
间管控越发严格。我市抓住机遇，突出问题导
向，多措并举，补齐短板，坚持以《运城盐湖生
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为引领，按照“生态优先、
政府主导、统筹协调、科学利用”的原则，全力
推进了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各项工作，有效扭
转了散、乱、污的局面，取得明显成效，走上了
绿色发展大道。

披荆斩棘
破损山体重现新姿

深坑和断崖难觅踪迹，满目青翠欲滴的山
峦尽收眼底，站在南山新境市民广场，看着如
今的山体，让人很难与之前的“视觉疮疤”联系
起来。

从南山新境市民广场一路深入，走到中条
山文化博览园处，看到一处山体正在修复当
中。

“过去的这片矿山周围碎石堆积、杂草丛
生，残破的变电房、地磅散落在这里，很荒凉。”
当地负责人介绍。由于长期无序、不合理开采
石料，这边的山体植被、地质地貌严重损坏，崩
塌、水土流失极易发生，破碎危岩体数量较多，
威胁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山体“疗伤”势
在必行。

从 2022 年 8 月开始，我市开始对南山新境
市民广场南侧三处山体进行修复，该项目由运

城市盐湖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
湖建投”）实施。

第一处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为小
李村废弃矿山 DK15 治理区，目前草籽喷播及
苗木种植已全部完成，并达到山体初步植被覆
绿效果。

第二处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为体
育公园停车场 DK16 治理区，目前该区域草籽
喷播完成，剩余苗木视季节适时种植。

第三处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为凤
凰谷入口废弃矿山 DK23 治理区，目前坡面草
籽喷播及苗木种植已全部完成，已达到山体植
被覆绿效果。

目前正值高温天气，三个区域加强绿植养
护工作，安排专人专车，每天两轮次进行洒水
养护，保证乔灌木成活率。

据盐湖建投副总经理王琦介绍，通过破损
山体边坡削方、打锚杆及挂钢丝网、基础层及
草籽层喷播、覆盖绿网、洒水养护等技术手段，
对山体进行生态修复。在修复过程中进行提
档升级，形成“点线面”融合、“乔灌花”搭配的
立体园林景观。种植白皮松、侧柏、金枝国槐、
金叶榆、山桃、山杏、连翘、黄刺玫、紫惠槐、紫
丁香等多种观赏植物，对裸露地面进行花草种
植，实现绿化、美化和彩化的完美结合，达到园
林绿化“株圆叶亮、色彩纷呈”的效果。为了让
山体真正变绿、变美，施工中运用爬藤类植物
和丛灌类花卉对崖壁进行绿化，打造“四季常
绿，三季有花”绿化效果。

倾力守护
盐湖迎来美好前景

来往南山新境市民广场的一辆辆大车，
不是在拉石头，而是在拉土填矿坑；喜笑颜
开的村民，不是在挥锤砸山，而是举锹培土
造林……通过生态治理，盐湖破损山体正在
从“荒”变“绿”。

从靠山吃山到养山护山，绿色成为希望
的田野和山川，成为百姓养眼舒心的颜色。

“现在看见在修补这块山，心里感觉很踏实，
政府是真正在替老百姓干事情。”望着正在生
态修复中的荒山，附近村民逢人就夸，这项
山体修复工程关系着老百姓的出行安全，做
得好。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山体修复治理后，南山新境市民广场的

颜值倍增，活力显现。
蓝天白云下，南山新境市民广场的梯式

山坡上，一抹抹新绿充满生机。
据盐湖建投项目负责人姚博中介绍，通

过本次治理工程的实施，可以消除危岩、崩
塌等矿山地质灾害隐患，裸露采面边坡得到
全面绿化，破损的山体重新披上绿装，极大
地改善治理区的生态环境，提升了当地的视
觉效果，使周边村的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
善。

同时，通过本治理工程的实施，能有效
遏制运城市破损山体生态环境的恶化，维护
当地生态环境安全，使当地生态环境恢复进
入良性循环，做到从根本上保证计划经济时
期遗留的地质环境问题得到彻底的修复。

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公园城市，绿水青
山的生态价值、诗意栖居的美学价值和美好
生活的社会价值在不断显现。相信不远的将
来，这里必成为我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亮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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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一个苹果的“科技范”
本报记者 范 娜青 山 重 现青 山 重 现

——盐湖山体生态修复小记盐湖山体生态修复小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朱 姝姝

“一年栽树，两年挂果，三年丰产”，这
个曾让传统果农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
今真切地在临猗很多果园实现了。

苹果种植大县临猗拥有 60 万亩的苹
果种植面积。2020年，临猗县立足产业实
际，主动作为，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
树研究所引进了早熟苹果新品种——大卫
嘎啦，并配合宽行密植、精准水肥、易机化
操作、智能化管理等新模式，使早熟苹果的
生长周期大大缩短。

眼下，第一批栽种五代大卫嘎啦新品
种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季，产量由去年的亩
产 750公斤，增加到今年的亩产 2000公斤，
有经验的果农预测，明年之后，进入盛产期
的“三新”果园亩产将会达到 3000公斤。

从 5年挂果、7年到 8年丰产的传统果
园，到如今的两年挂果、三年丰产的“三新”
果园，临猗早熟苹果的底气从何而来？

7月 31日，记者前往临猗一探究竟。

施工中的南山破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现场。

南山新境市民广场的公共体育场所俯瞰图。 本组照片由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上图：山西泰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三新”果园内，工人在采果平台上采摘苹果。
左下图：临猗县小军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内，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老师在为苹果测糖。
右下图：果树脱毒快繁实验室内，组培室工作人员在检查苹果小芽快繁情况。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