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冲苹果”主要的品种有两类，嘎拉和红富士。嘎拉苹
果原产新西兰，由新西兰果树育种家基德所育成。其以中熟、红
艳、优质、耐贮等特点，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每到夏末嘎
拉成熟，红里透绿的颜色在视角上就足以让人垂涎欲滴，一口咬
下酸甜爽脆，果味沁透心脾。红富士苹果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果树
试验场盛冈分场于 1939 年以国光为母本，元帅为父本进行杂交培
育而成，中国于 1966 年开始引进。长冲所种植的红富士苹果多于
中秋成熟，比嘎拉稍晚，这也错开了两类品种的成熟期，保证了
其价格与品质，也为果农带来了持续性收入。红富士苹果在味道
上也别有千秋，其果肉为黄白色，质密细脆，多汁糖心，酸甜适
度，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果种之一。但是，由于长冲一带的苹果
种植适宜区域有限，辐射面积仅有方圆 5 平方千米左右，所以产
量有限，每年成熟后均被抢购一空，是难得的果味珍馐。

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

插甸镇位于武定县北部东经 102°101′17″ ～ 102°22′59″北纬
25°36′48″ ～ 25°51′58″之间，海拔 1570 ～ 2887m，属于典型立
体山区气候，年平均气温 13.9℃，年平均日照 2292h，年降雨量
900 ～ 1100 ㎜，无霜期 240d，拥有耕地 1572 公顷，其中水田
648 公顷，土壤为红壤、沙壤，山脉、河流间分布着许多山涧盆
地，周围无污染厂矿、水源。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距省城昆明
93km，108 国道枕卧其中，两侧果林叠嶂，每到夏末中秋，嫩红
的苹果缀饰着翠叶，装点着这一方万物生息的土壤，尽显黯然生
机。

二、政策导向明显

近年来，插甸镇聚焦产业这个根本，做好乡村产业发展规
划，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从“小”到“大”、从“有”
到“优”、从“弱”到“强”的转变。打通城乡资源流通、商品
流通、信息流通三条“快车道”。坚持广开门路“引”、多措并
举“育”。持续以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按照“千亩果、千亩花、
千亩蔬菜加特色，万羽鸡、万头猪、万人务工奔小康”的发展思
路，积极打造“插甸农夫”品牌，全力把插甸的资源优势、绿色
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因地制宜、多渠道
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在生态农业产业方面加大了扶持力
度，从长冲至水城河，打造长冲、老木坝、水城河沿线苹果乡村
旅游促农增收产业风景线。目前，全镇苹果种植专业户 256 户共
栽植苹果 4100 余亩，80%左右的苹果树都已挂果三年以上，总产
值达到了 820 余万元，预计四五年后，产值可突破 3000 万元。这
几年，长冲村的苹果因质地脆甜、个大、色鲜艳而深受消费者青
睐。更由于长冲村地处 108 国道旁，交通便利，每年苹果丰收的
季节便有南来北往的游客及客商挣相抢购，产品远销成都、攀枝
花、昆明等地，为当地农户的增收提供了助力。下一步，插甸镇
将加大推行大户带动、新技术推广、项目支撑、绿色有机生产、
品牌营销等方面下足功夫，让苹果真正成为全镇群众的脱贫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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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冲苹果”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依纳格密岔彝村集体引进，全村两个村民小组共同种植培育了 100 余亩苹果，随着集体经济的衰退果园疏于

管理，逐步退出人们的视线。直至 2015 年脱贫攻坚工作开启，武定县插甸镇按照“围绕产业抓党建、抓好党建兴产业”的要求，紧扣农业产业“八要素”，

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农村党支部、党员干部、群众同向聚力、协同发力，“长冲苹果”成为当地农民致富果，“长冲苹果”种植业再度兴起，经过

多年的探索现已初具规模，并小有名气。

关键词：长冲苹果；绿色发展；挑战

致富果、幸福果。
三、市场潜力分析

苹果被称为果中之王，人们常说“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
我。”在众多水果之中，它可说是最普遍又最平和的一种，但它
的营养价值却不容小觑。中医相信它可生津润肺，健脾开胃。营
养学上的分析，指出苹果含有最多果糖，并含有多种有机酸、果
胶及微量元素；在苹果主产区盛果期，果农平均每亩纯收入 4654
元，比较效益明显好于种粮、种菜，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经济
来源。

四、苹果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挑战

“长冲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区划种植结构不
优，部分地区存在不顾条件盲目发展问题；老龄果园郁闭产能
低，品种老化、结构单一，单产水平较低，果品质量整体不高；
土壤肥力普遍下降、有机质含量低，长冲产区水资源缺乏；千家
万户分散经营、种植规模小、技术构成较低；劳动力缺乏，机械
化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果园基础设施简陋或缺乏、装备落
后，采后处理与加工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自然灾害频繁，
插甸镇属于典型山区立体气候，霜期长达 100 多天，主要表现在
3 月倒春寒，7—8 月下冰雹以及 11 月霜冻，苹果抵抗自然灾害能
力较弱，当地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要做好城镇化这篇文章，
补齐中心镇、重点村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快栽培制度变革、生产模式转型，加速免套袋优质高效
生产技术的集成示范和推广应用。用事实告诉生产者和消费者，
免套袋苹果含糖量高、香味浓、酸甜爽口、风味俱佳，品质显著
优于套袋苹果，而且外观品质自然本色、端庄素雅，总体不输于
套袋苹果，引导更多生产者正确认识苹果免套袋的经济意义和市
场价值，积极推进苹果免套袋生产；引导广大消费者，重新审视
免套袋苹果的营养价值，转变消费习惯，享受免套袋苹果的天然
品。构建苹果种植户为基础、职业果农为主体、苹果合作社为平
台和纽带的苹果产业经营制度。采用“GIS技术+数字化技术”
手段，全面梳理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对不同产区苹果优劣势格
局影响。打造高标准示范样板，构建“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基
地—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链式技术推广应用模式，横向
联动、纵向贯通、立体协同的工作机制，实现集成熟化、示范展
示、推广应用无缝连接，让生产经营主体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一用就灵，切实发挥引领性技术在推动产业增效和区域农业转型
升级的重大带动作用，支撑苹果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实施乡村振兴建设行动，推进县域内
城乡融合发展，插甸镇举全镇之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让“长冲苹果”绿色产业发展亮点精彩纷呈，让“插甸农夫”这
一自有农产品品牌，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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