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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地处低纬高原，苹果产区昭鲁坝子平均海拔 1950m、年
日照时长 1917h，日温差大、年温差小，年均温 11.7℃，无霜期
230 ～ 240d，常年蓝天白云，山青水秀，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
气候和土壤富硒的优势，所产苹果“肉质细腻、风味浓郁、色泽
鲜艳”，具有“成熟早、甜度好、香味浓、口感脆”特点。昭通
苹果已有近 80 年的种植历史，昭通市委、市政府将苹果作为打造
“绿色食品牌”助推脱贫攻坚的名片产业，以建设百万亩苹果园
为支撑，推动苹果产业规模与质量、品牌与效益同步提升，实现
苹果根本性转变。全面构建“老产业+新产业”迭代产业体系，
推动昭通苹果转型升级，外引内培以陕西海升为代表的企业 20 余
家，建成各类高标准核心产业示范园 20 个，近 6700hm2，示范引
领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健康发展。

2014 年 8 月昭通成功引入海升集团成立了昭通海升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在苏家院镇迤那村建设 1000 亩现代苹果种植示范
基地，该公司依托于海升集团经营管理团队及技术支持，注重与
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提出“苹果大苗建园、矮砧密植、格架
栽培、水肥一体、企业引领、规模发展”的现代种植模式。2020
年，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在永丰镇、守望乡、布嘎乡建成 6 万
亩苹果产业扶贫示范园，成为全国单体最大的矮砧密植苹果示范
基地。截至目前，全市苹果种植户达已达到 13 万户 52 万人，圆
了 30 万果农脱贫致富的梦。

一、主要措施
（一）实施规模化发展模式
采取企业＋基地、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按照“依法、自

愿、有偿”的原则对农民土地进行有序流转，建立现代苹果产业
园，实行“五统一”管理。2018 年，昭通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出资 70%、昭阳区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0%，共同建设现
代化矮砧密植苹果种植与加工综合体。

（二）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根据果园气象站采集数据可分析计算出不同区域果树的需水

量，向田间控制器发出 3G网络信号或无线指令，自动调整电磁阀
的开关时间，这种水肥一体化精准控制一定限度地提高了水肥利
用率，提高了效益。

（三）节本增效技术推广
海升集团从 2012 年开始与荷兰、美国等大学合作，通过应

用矮化砧木、宽行窄株、大苗建园、立架设施、高纺锤树形和水
肥一体化等现代栽培模式，实现了早挂果、高品质、高产出、省
劳力、省水 30%、省肥 50%、省土地 80%。利用矮化密植技术，
全面推广以高纺锤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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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滴水灌溉平衡施肥为主的水肥一体化技
术，建立了一套高效先进的果园滴灌系统。

（四）全产业链发展
海升集团计划在昭通发展成为一家业务覆盖苹果全产业链、

拥有多产品线的大型现代化农业和食品企业。将 10t/小时分选线
和 2 万吨气调库调整到 20t/小时分选线及 4 万吨气调库，该项目
已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完工。海升集团与昭阳区委、区政府联手
打造“昭阳红”苹果品牌，并配合昭通苹果主题特色农业旅游项
目。

“海升”模式助推昭通苹果产业发展的成效及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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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动亮点
（一）通过多种方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通过地租收入、劳务就业、搬迁户托管、股份分红，四管其

下，提高扶贫效能。一是土地流转，增加财产性收入。土地流转
费 900 元/亩·年，每五年增加 200 元/亩，涉及 21000 多农户，
每年支出土地流转费用 4500 万元以上。二是园区务工，增加工资
性收入。安排永丰镇、布嘎乡及周边乡镇贫困户 5000 人就业，
年用工达 120 万人次，人均年收入可达 18000 ～ 24000 元，年累
计支出人员工资 9000 万～ 12000 万元。三是果园托管，增加经营
性收入。经过一至两年培育将大山包易地搬迁户 749 户培育成现
代农业产业工人，将基地分成 50 ～ 100 亩一个单元委托搬迁户或
贫困户进行“托管”，根据产量及质量完成情况给予奖励，每年
每户收入可达 4 万～ 8 万元。四是资金入股，增加转移性收入。
昭阳区农投公司以整合扶贫资金入股 30%，根据“一年开花、次
年挂果、三年丰产”的特点，前两年以入股资金 10%分红，第三
年盛产期后每年以利润的 30%进行分红反哺贫困户及壮大集体经
济。

（二）通过规模化模式引领苹果产业升级
昭通海升苹果示范园有效带动苹果产业持续发展，使昭通苹

果在 3 ～ 5 年内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昭通市昭、鲁两县
区农业结构的换代升级。

（三）通过大数据科学技术促进高效发展
采取大苗建园，以“四省”（省水、省肥、省地、省力）、

“二高”（高产出、高品质）、“二早”（早挂果、早回收投资）为
种植目标，提升了苹果产业的竞争力，促进昭通苹果产业升级。

（四）通过多产业综合开发提升生态效益
昭通海升公司打造出集园区种植、科技推广、生态观光于一

体的综合性观光园。通过绿色苹果种植新技术可节能降耗，减少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三、结束语
“海升”的进入，造血式的产业扶贫创新模式，促进了昭通

脱贫攻坚进程；引领了昭通苹果产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促进
了昭通现代苹果产业技术进步；同时，也主动融合乡村振兴伟大
战略中，更好的服务新时代“三农”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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