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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山头，山下

是红红火火的苹果和

红 红 火 火 的 人 。”这

是鞠德春、燕玉京和

江永清心目中未来接

官亭村的样子。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黄慧 侯雅洁

见习记者 胡燕俊 郭诗瑀

说起苹果，你一定知道烟台苹果。如今，历经60
多年的发展，山东省烟台市的苹果已名声在外，其主
产区栖霞市也被称为“苹果之都”。要论我国最早栽
培苹果的地方，则要数栖霞市接官亭村。

“青山绿水美如画，革命红果代代传。”这是江永
清开办的神富庄园墙上的标语。36岁、瘦瘦高高的
江永清如今是接官亭村的苹果种植大户，也曾是接
官亭村党支部委员。从江永清的曾祖父江元起开
始，家里世代都在为苹果而奔波。

作为第一个烟台苹果的“诞生地”，接官亭村经
历了哪些沉浮？如今，烟台苹果早已不再“一家独
大”，在苹果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接官亭村如
何接续发展壮大苹果产业？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饭后一苹果”

“我是从烟台市里一路乞讨到接官亭的，刚到接
官亭时，在山洞里住了3个月。”在接官亭村92岁老党
员陈贵花的家中，陈老拉着记者的手诉说着当年的不
易，“当时的口号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饭后一苹
果’，多亏了党支部带头干，我们才过上了好日子。”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接官亭村是有名的佃户
村。村里六七百口人就有 50多个姓氏，吃不上饭是
常态。

转折来自苹果产业的发展。
1950年，国外专家来栖霞调研，发现栖霞的地理

环境、气候适合苹果生长——地处北纬37°苹果黄金
种植带，位于环渤海湾苹果的优势主产区，全年雨量
适中，光照充足，雨热同期，秋季昼夜温差大。

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与华东军政委员会
加强老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指示精神，山东省政府给
莱阳专署拨款1.5亿元（旧币），购置果苗5万株，分发
到栖霞、栖东、招远、蓬莱、黄县、平度等六县，以扶持
革命老区发展。

在自然条件和中央政策的双重加持下，1953年，
接官亭村领回了 3000棵左右的小国光品种果苗，开
始发展苹果种植。

但一开始，苹果种植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20世纪 50年代，吃饭都成问题，人们更关注的

是如何填饱肚子，种苹果是闻所未闻。
“咱这个地方以前山地种水果，坡地种粮食，以

粮为纲。”陈贵花描述起当年的情景，那个时候还是
大力提倡种粮，一亩地能产 1200斤小麦，为了备战、
备荒，于是“深挖洞，广积粮”，集体大仓里存满了
粮食。

村民不接受种苹果还有另一个原因。种粮食当
年就能有收入，而苹果最少5年才能挂果，5年时间，
苹果能长到什么程度、能卖到什么价钱，都是未知
数，老百姓并不认可种苹果。“当时有人抵触种苹果，
前脚种下苗，后脚就有人拔苗、毁苗的情况时有发
生。”陈贵花说。

村民不接受，党员就带头干。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是接官亭村苹果产
业发展的关键。

时任供销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江元起是接官
亭第一个带领村集体种苹果的人。在江元起的带领
下，接官亭村建立起栖霞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听党的话”是江元起当年的口头禅。
“最开始是三户半的村民成立了一个互助

组。”陈贵花热泪盈眶，“当时是寒冬，江元起带领
大家迎着刺骨的西北风，挖树坑、种苹果。苹果坑
要挖六十公分深，五十公分宽，大家伙渴了就喝凉
水、饿了就吃凉饭，谁都不回家吃饭，拼了命也要
把活干完。”

接官亭苹果结果的第一年，在供原济南军区的
同时，也送到了北京给毛主席。1959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给接官亭农业合作社写来回信：“寄给毛主席的
苹果和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这封回信更加坚定
了接官亭村民种苹果的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江元起的带领下，接官亭
的苹果种植面积扩展到六七十亩，接官亭也因苹果
产业富了起来。

“当时村里有4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分工明确，
种粮、种果树、搞外汇、做买卖。咱村那会 1200来亩
地，一个队 300来亩。”陈贵花说，每个大队年底按照
劳动量分红，大家相互追赶，村里就富裕起来了。

说起党支部发挥的作用，更多还是体现在凝聚
力上。

“当年，周边的村就是一盘散沙，大家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陈贵花说，但接官亭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因苹果产业
发展了起来，成了当时有名的“富裕村”。

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了，村容村貌也得到了改
善。“之前是草房，一刮风下雨，屋顶都掀起来了，有钱
了就开始盖房子，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从土房变瓦房
了，甚至还建起了礼堂，这126间房就是当年大队盖起
来的。”陈贵花指着家门口的一排房子告诉记者。

接官亭村的集体化发展模式，成了全省学习的
典范。“当年，全省的大学生都来接官亭学习怎么走
集体化，如何引领共同富裕。”陈贵花的儿子、两任接
官亭党支部委员燕玉京说，老一辈的实践充分说明，
要想实现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村子的建设上来。对于
他们现任党支部成员而言，也应思考如何做才能真
正实现为人民服务。

“栖霞大地无冬歇，地冻三尺照样干”

在江元起的曾孙江永清家中，记者在一份当年
接官亭大队给上级的油印材料里看到：1974年，接官
亭大队集体存款73万元，4台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
2台 25马力的四轮拖拉机，两台推土机，两辆解放牌
汽车，13辆马车，基本达到机械化。时任村党支部书

记的刘桂法于1974年开始当大队长，他告诉记者，20
世纪70年代，接官亭村就接上了电，通了自来水。

“年终的时候，接官亭所在的桃村大队分红，大
队有 6000多人反而没钱，得到接官亭来借。当时接
官亭才1000多人，村集体收入比桃村要高得多，年底
社员每年分红 300多元。”刘桂法回忆，20世纪 70年
代是接官亭村最辉煌的时候。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辉煌，是党支部带领
村民一步步干起来的。

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接官亭来说，种苹果最大
的问题在于没有土地——接官亭村位于胶东半岛，
属于丘陵地带，泥土少，土层浅，平地得种粮，坡地又
没土，怎么办？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地，就开荒山。
地里的土，是大队用小推车一车一车从山上运

到山下的。
“妇女在前面拉土，我们在后面推。妇女老人先

翻地，几个会打石头的年轻人垒墙。大年三十那天，
妇女们还得干一上午，下午才回家包几个饺子。”回
忆起当年带领村民“移山”的日子，刘桂法神采奕奕：

“当时我们的标语是‘栖霞大地无冬歇，地冻三尺照
样干’，为了开山，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其实最遭罪的还是他们那段时间，现在接官亭
的土地大部分是两届党支部带着村民一点点开荒开
出来的。”江永清感慨道。

有了地，水又从哪来？
“以前靠天吃饭，下多少雨就存多少水，不下雨

庄稼就干死了，苹果更需要浇水。”刘桂法说，随着农
业不断发展，水资源成了制约增收的掣肘。

没有水，就开渠。
为了解决水资源问题，党支部决定开凿水库。

“同志们抬起来啊，加油干啊！哎嘿哟！”刘桂法
挥动着双手，向记者展示起当年带领大家一起干的
场景，为了解决农业用水问题，党支部带领村民选择
地形好的山沟，人工开凿水库。4个人一起抬一块石
头，1 个人喊口号，大家共同用劲。“不靠老天靠自
己。水库建好以后，下雨时存好水，不下雨时就从河
道里往水库倒水，这样老百姓种地就能有水了。”刘
桂法说。

“我们村当时在烟台都算是水利化条件比较好
的了，有2个容量2万立方米的水库，1个容量5000立
方米的水库，还有2个容量2000立方米的大平塘，比
周边的村都多。”燕玉京回忆说。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正
是两届党支部书记一届接着一届干，才为接官亭的

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石。
但如今，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土地利用率低的

现象在接官亭普遍存在。谈到接官亭的土地现状，
陈贵花的眼角留下了泪水。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尽管接官亭村的苹果产业经历了辉煌的时期，
但随着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三老”问题等日益显现，
苹果产业的发展一度经历了停滞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烟台苹果产业
进入发展快车道。从 1982开始，接官亭村几乎每家
每户都有苹果树，不少农民“转身”争做果农，成为最
早一批“万元户”。

“当年，苹果收获季村民在家收苹果，10月到次
年4月就去工厂打工，老百姓的日子也算过得不错。”
燕玉京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村民70%的收入都是来自
苹果。

这一时期，接官亭村的苹果种植面积也迅速发
展。1983年在接官亭北山地区发展小国光、青香蕉
等品种，苹果种植面积发展到了70多亩；1988年发展
到 100 亩左右。“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红富士种
植，第三批口粮田完全放开后，接官亭开始大规模种
植苹果。”刘桂法说。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烟台苹果种植面积达
230万亩。“那时候，是烟台苹果发展最疯狂的时候，
邻村大量种植新品种苹果。但接官亭由于频繁分
地，苹果产业发展反而进入了停滞期。”刘桂法说。

接官亭村苹果耕地总量有限，一家一户种植必
然会导致土地分散。

“邻村一家种 10 亩地，我们村一家只有 3-5 亩
地，大约有 5-10棵果树。”燕玉京告诉记者，分散种
植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管理和技术跟不上，砍伐
果树的事情时有发生。

接官亭土地也变动频繁。1997年，接官亭境内
开始修建铁路，土地由此重新分配，“由于分配时要
考虑到土地好坏，村民的土地并不连片，导致土地更
加分散。”燕玉京说。

接官亭村民刘香君是苹果产业发展历程的亲历
者。当时，刘香君分得了 3亩地，由于农业方面要缴
纳特产税，种植苹果收益不高，很多农户不愿意种苹
果，刘香君便以担保转让的形式，从其他农户那收了
2亩多土地。“但是不懂技术、不会管理，果园都是粗

放式管理，优质果产量不大。”刘香君说，1998年实施
农村土地 30年不变政策之后，苹果种植面积才开始
稳定下来。

但当时苹果市场也不规范。“那时候，苹果的销
售模式是收购商来村里收购，先把苹果收走，苹果
卖完后再给农户钱，收购商要是赔钱了，农户辛辛
苦苦种一年苹果，一分钱都得不到是常有的事情。”
江永清告诉记者，后来，苹果销售慢慢市场化，有了

“二道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农户卖苹果才有了
保障。

大规模扩种导致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苹果
大规模发展种植，尿素等化肥开始大范围使用，导致
田地土壤酸碱化严重。“自 2000年开始，不仅是接官
亭，包括烟台苹果质量都是越来越差，口味也不好。”
江永清说。

质量的下降，导致烟台苹果口碑下滑。“当时烟
台苹果种植户只追求产量，不论品质如何，只要有收
购商收购，不管颜色好不好、苹果熟不熟就采摘。”江
永清介绍，这就导致烟台苹果口碑被破坏，价格也越
来越便宜，品质好的苹果价格在每斤 1.1元左右，最
便宜的只有五六毛钱。

也是那时候，苹果竞品兴起。阿克苏苹果、陕西
苹果异军突起，烟台苹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官亭村苹果产业的“三老”
问题越来越突出，产量和品质下降。

树老、品种老是接官亭面临的普遍问题。“现在
的果树都是 2000年左右栽种的，大部分果树树龄达
到了 20-30年，老果园、郁闭园面积大，需要更换新
品种，然而新老交替必然会影响村民的收益。”江永
清说。

当然，很多村民选择伐树。“其实近几年，整个栖
霞苹果的种植面积是呈现下降趋势的。从接官亭的
产量变化来看，种植面积也是在明显下降的，如果过
15年，再想吃栖霞苹果，或许并不是三五块就能吃得
到了。”江永清说。

此外，接官亭人老问题也很突出。接官亭村目
前常住人口年龄多为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四
十岁左右年轻人的村里只有 8-10人，苹果种植主要
靠传统的种植模式，效益并不可观。相较于老一辈
对土地的热爱，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更愿意外出工
作、求学，对果树种植的兴趣并不大。接官亭的苹果
产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

燕玉京告诉记者，接官亭有一个苹果种植大户，
承包了70亩土地，现代化设备也建设好了，但是他的
儿子在城市上班，不愿意返乡接手果园经营，“如何

能让几代人衔接起来，是接官亭苹果产业进一步发
展的关键。”燕玉京说。

“苹果产业属于栖霞的支柱产业，种苹果也带动
了果箱、塑料框、网套、果袋、化肥厂、农药厂等苹果
相关产业的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必须重
振接官亭的苹果产业。”燕玉京说。

“红红火火的苹果和红红火火的人”

多重难题之下，接官亭村苹果产业亟须二次转
型。如何改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局面？怎样破解
产业转型升级的桎梏？

要想让“老树发新芽”，年轻血液的注入很重要。
2014年，江永清的回归让村里人看到了希望。
在江西南昌市做果品贸易的江永清回到接官

亭继承家业，干起种苹果的老本行，还当选了村委会
委员。尽管没有经历过接官亭的辉煌，只是从老一
辈人的讲述中了解到接官亭的过去，但对于如何改
变当今接官亭现状，江永清却看得很透彻，“必须把
老百姓的土地集中到一起种苹果，村集体才能有收
入，才能重振辉煌。”

接官亭村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破题之举，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农民以
土地入股，村集体以资金入股，重塑接官亭村苹果产
业竞争力。

2014年，时任村委会委员、现任党支部书记鞠德
春与燕玉京、江永清共同发起成立了栖霞市神富果
蔬专业合作社，由江永清负责经营。大家一致认为，
把土地集中在一起，由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提供化
肥、农药、技术、统一销售，发展集中化、规模化种植，
接官亭村的苹果产业才能有出路。

在党支部的规划和带领下，合作社引导农民以
土地入股。“老百姓不种，土地就荒废了，外地人来村
里租地一亩地租金是300元，我们给村民500元。”江
永清介绍，一开始只想把自家地开荒，但是村民承包
土地的积极性还挺大，承包的面积也就慢慢扩大了，
当年承包了70多户村民的土地，如今发展达到了200
余亩，占接官亭苹果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

尽管将村民的土地集中在了一起，但经营起来
仍困难重重——承包的土地全是荒山，发展苹果种
植需从零开始。于是，江永清像老一辈一样，开始铺
管路、建泵房、修水库、盖房子、买树苗。

第一步，开山。江永清雇用了 4台大型挖掘机，
从2014年11月底开始，把山全部深翻，“能翻多深翻
多深，没有用任何肥料。”江永清说，土层下的石头翻
上来了，我们就开始捡石头，合作社花费126万元，把
山上的地全翻了一遍，还修了一条便于通行的路。

“开山的那年，是苹果树苗最贵的一年，一棵 35
元，我们购进了4000多棵苹果，用3-4个月的时间种
下了第一期苹果树，合作社发展开始步入正轨。”江
永清说。

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干农业缺水不行，最难
的是，2015-2017年，刚种上苹果就遇到了三年大旱。
为解决缺水难题，我们把水装到桶里，用两个施肥枪，
一点一点往树根里边刺水。”江永清说，从早上四五点
一直到晚上，累了就在地里眯一会。“我们那会就仿佛
站在东方明珠的塔上，上不去也下不来。”

“与天斗，其乐无穷。”回忆起开山时的艰苦岁
月，江永清不由得这样调侃道。

“一开始，灌溉的方式是用总水管抽水，但后来
意识到大水漫灌肯定不行，就开始修水库。就和当
初的老爷爷他们打拦河坝一样，其实就是在山里建
个水沟，把下雨时山体的水贮存起来。”江永清说，后
来，在果园里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自动浇水装备，情况
才得以改善。

“再怎么艰难我也不能垮，老百姓得看见我做出
成绩、赚到钱了，他们才愿意跟着我继续种苹果。”江
永清说。好在付出有了回报。合作社的果园2018年
开始挂果，从当时三四万斤的产量发展到现在的 30
多万斤，老百姓最初的希望成了现实。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动农
民增收的美好愿景开始在接官亭生根发芽。开山时，合
作社争取到了30万的扶持资金，老百姓和村民以土地
入股，通过“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带动
接官亭苹果产业发展。“每年合作社会给村集体8500
块钱分红，等到合作社有了收入，也会给村民分红。”

如今，江永清等人越来越意识到，想进一步发
展，必须走品牌化、高端化道路。“2016年，合作社注
册了品牌Logo，Logo上的形象以江元起的漫画画像
为原型，手捧一颗‘心’形状的苹果，代表 1颗红心跟
党走。整个Logo里共有 9个苹果，寓意长长久久。”
江永清得意地说。

在此基础上，合作社还通过扩宽销售渠道带动
农户种植。“我们在江西南昌有专门的销售档口，除
了销售合作社的苹果，每年还可收购周边农户苹果
400多万斤。”江永清说，通过制定销售标准，引导农
户进行标准化种植，乡亲们种苹果的技术有所规范，
种出来的苹果质量也有了保证。

现在合作社的山上除了苹果，还种起了大棚樱
桃，发展现代农业。“你看我时不时都要看看手机，可
不是干别的，是在调控大棚里的温湿度指数。”江永
清告诉记者，如今大棚里安装了各种智能设施，动动
手指就能给樱桃放风。“发展现代农业也是为了吸引
年轻人，让他们认识到现在的农业也可以很高科技，
不再是之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了。”

“通过合作社发展，一方面是想进一步把年轻人
吸引回来，另一方面也是想让村里的老年人可以来
村里打工，老有所养。”说到未来的发展，鞠德春告诉
记者，以后会继续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道路，跟农
民合作，把农民的土地规整起来。

目前，合作社还开发了120亩土地，以2亩一个棚
算，可以建60个大棚，种大棚的收入可以给集体分红，
集体有了收入，老百姓也能得实惠。“今年57岁了，在
合作社打工，一个月能有4000多元的收入。”像齐永民
一样，如今，越来越多村民开始在合作社实现就业。

“站在山头，山下是红红火火的苹果和红红火火
的人。”这是鞠德春、燕玉京和江永清心目中未来接
官亭村的样子。

苹果冷库里，工人们正在进行装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郭诗瑀 摄

江永清夫妇俩在温室大棚里疏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郭诗瑀 摄

神富庄园合作社制定的品牌Logo和标语。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雅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