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心栽培“老口味”苹果身披“中国红”
胶州市铺集镇果农张洪平钻研20年 牛粪豆饼养土喂树只为种出不一样的好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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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亩苹果丰产又丰收

记者来到位于胶州市铺集镇的青岛苹安果家庭
农场，大门口“山东省精品采摘园”的牌子赫然入
目。挽着裤腿、鞋子上沾满了泥土的张洪平迎出
大门，热情溢于言表。果园内，满树悬挂着红灯笼
似的早熟苹果格外喜人，十几名工人正在忙碌着
采摘。“绝对是绿色果品，快尝尝我种植的苹果口
感咋样，保准你吃了忘不了。”张洪平随手摘下几
个苹果塞到大家手里。“色泽鲜艳、肉脆汁多、酸甜适
度、果香浓郁……”大家品尝后，啧啧称赞，不禁向张
洪平竖起了大拇指。

说起涉足果品种植行业，张洪平五味杂陈。2001
年，他承包土地200亩，种植“川中岛”桃树，有品牌意
识的他，把自己的桃子注册商标“朝阳坡”，由于注重
土壤改良，大量施用土杂肥、有机肥，配以水肥一体化
等技术管理，3年后他的桃树进入收获期，产品深受消
费者欢迎，但因受集中成熟上市不易保存等技术瓶颈

制约，发展前景受限。永不服输的他，2008年果断放
弃种植桃树而改种早、中熟品种的红露、将军等苹果
树，每年八九月份成熟，同时引种片红、条红等红富士
品种，每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成熟。

据了解，又经过 14 年风霜雨雪，从不惑到花甲，
尝尽酸甜苦辣，张洪平培育的古郡名牌“苹安果”，过
口不忘唇齿甜润，备受各地消费者的青睐。目前，农
场种植苹果约110亩，栽植早、中、晚熟苹果树6000余
棵，采摘期从每年的八九月份开始持续到十一月底，
预计今年产量可达80万斤。

精细管理留住老味道

20年坚守，只为留住“老味道”，守护好舌尖上的
安全。“像侍候孩子一样理正果树”，是张洪平这些年
来的切身体会。他说，光有理论不行，关键是你自己
能够豁上心力，趴在果园实践，从开花到结果，每个步
骤你都得烂熟于心，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实施精细化管理，是苹果好不好吃的关键所

在。我通过不断改善土壤结构和种植方法，最终成功
‘复原’出这种老口味的红露、红富士等苹果。”说起种
植苹果的经历，张洪平感慨万千，他先后到烟台农科
所、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等科研部门寻经问宝，虔心请
教，并通过不断实践，逐步掌握了苹果培育管理的一
整套技术。

为了改善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张洪平曾到10
公里之外的邢家岭养牛场每年拉牛粪1000立方米喂
树；为保障土壤养护水肥需求，他投入 10 余万元新
打、维修大口井各 1眼。特别是 2014年至今，他又增
施豆饼喂树，并采用富硒液喷施叶面肥等新技术，使
土壤有机质达到相关标准，从而使果质返璞归真，口
感醇香，酸甜适度，回味无穷。“培植出能够结出优质
果子的苹果树是我们的本分，让广大消费者吃上安全
又喜欢的苹果是我们的良心。”张洪平说。

让市民吃上放心苹果

经过科学种植，土壤、水质等严格控制，这些老口
味的“苹安果”先后获得胶州、青岛和山东省绿色果品
等多项权威认证，最终获得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在
这期间，有品牌保护意识和家乡情怀的张洪平还注册
了“铺集”商标，并获得“山东省精品采摘园”、山东省

“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等称号。如今，青岛苹安果家
庭农场产出的红露、红富士等种类苹果，除满足胶州、
青岛本地消费者需求外，还畅销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等地，成为抢手货。

尽管经营有了些许成绩，但丝毫没有冲淡张洪平
追求“平安果品”的初衷。“对得起良心，不辜负上级支
持和父老乡亲、广大消费者的抬爱，在苹果上绝不使
用国家禁用药肥……”张洪平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国家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也让我感觉更有了创业的激情。我的最大目
标是种出让消费者吃得安全、放心的苹果，坚决维护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苹安果’远销全国各地。”谈
到果园未来的发展，张洪平眼睛里燃烧着希望的火
苗，笑得特别灿烂。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张劲弓

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

老汉犯病晕倒路边
警民联手救助送医

本报10月30日讯 30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云海路泉城路路口，一名老汉突发急病晕倒在路
边，正在执勤的黄岛交警迅速上前照顾并及时拨
打120，将老人送往医院。

当日上午10时许，黄岛交警大队民警在云海
路泉城路路口执勤时，突然有群众上前求助，称一
名老汉倒地不起。执勤交警立即赶往现场，发现
老人意识不清，民警先将老人轻轻放平，把自己的
外套脱下垫在老人头部，随后拨打120求救。

民警密切关注着老人的身体状况，直至10分
钟后救护车赶到。医护人员进行初步救治后，交
警与医护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冯希军 杨慧）

本报10月30日讯 103 路驾驶员秦利伟 27 日
结束营运后拉回了一堆大物件：婴儿车、冰箱、大桶
花生油等。看到这些物品，工作人员充满疑惑，怎么
会有人把这些也忘在车上呢？通过查看监控，工作
人员发现是一名中年女子所为。她把物品搬上车
后，并未上车，而是径直离开了。秦利伟发现后，立
即下车寻找，但没能找到，只能拉着这些物品继续营
运。

回到停车场，秦利伟将物品暂时存放好。就在
工作人员想办法联系失主时，市民张先生找上门，称
是这些物品的主人。经核对，张先生是搬物品女子的
丈夫。原来，两人从外地来青打工，因妻子精神状态
不好，当天把物品搬上车后转身去了医院。张先生回

家发现家当不见了，立即到处寻找，最终才知道在
103路停车场。考虑到张先生搬运不易，城阳巴士工
作人员帮其搬到车上，并随车赶至下车点，帮其把物
品搬回了家。

25日，市民梁先生乘坐104路车前往石老人附近
某老年大学上课，匆匆下车不慎遗落二胡。梁先
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城运热线求助。很快
他收到回复：二胡找到了。原来，车辆运行返场
后，驾驶员徐文翠检查清理车厢，发现了二胡，第
一时间上交至调度室。工作人员根据梁先生提供
的相关信息，确定其为失主本人，并与之约定了领
取时间和地点。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胶州：
“拆违治乱”助老旧小区美颜

本报10月30日讯 近日，胶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阜安执法中队对辖区阳光丽景社区30余处违
法建设实施拆除，累计清腾公共空间450余平方米。

今年以来，胶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该市
97 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积极深化“拆违治乱建
设美丽家园”行动成果，一方面紧盯“以拆促改”，
对侵害公共利益、存在安全隐患、群众反映强烈的
违法建设优先拆除，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
抓牢“法治赋能”，探索以“党建引领、依法行政、规
范执法、作风保障、宣传发动”为目标方向的老旧
小区治理模式，实现基层治理法治效果与社会效
果“双挂钩双提升”。

截至目前，胶州市已累计拆除老旧小区内违
法建设 10000 余平方米。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邹玉龙 李海政）

胶州市铺集镇铺上五社区有位
果树达人张洪平，20年如一日，潜
心果园，埋头苦干，像侍候孩子一样

“拨弄”苹果树，尽管年逾花甲，仍然
躬耕不辍，矢志培育良心果，保得消
费者舌尖上的安全。眼下，张洪平
的青岛苹安果家庭农场出产的苹
果，已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
证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这是对他
20年来献身农业这一投资大、风险
大、见效慢行业的最大肯定和最高
褒奖。

来青打工险丢家当 城阳巴士司机送还

张洪平正在采摘苹果张洪平正在采摘苹果。。马丙政马丙政 摄摄

本报10月30日讯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
示《拟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其
中，青岛两村庄入选，分别是平度市田庄镇官庄村、平
度市店子镇茶山村。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
统文化资源，保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
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开展传统村落
调查推荐有利于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中国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经过县级调查、省级推荐、专家评
审等环节，此次全国共 1352 个村落入选。平度是全
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此次入选的平度市店子镇茶
山村西靠 219 省道，东临大泽山脉，南临平柞路，北
靠天柱山，毗邻国家 4A 级景区——茶山风景区，地
理位置优越。

茶山村下辖的下洄村、上洄村、琥珀杨家村、老山村、
李家寨村、棘子嶂村和塔山陈家村等7个网格村，曾获

“山东省文明村庄”“平度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
号，拥有成熟的旅游资源，目前已逐步形成完备的“吃、
住、行、游、购、娱”服务体系，年接待游客量约30万人次。

目前，茶山村正在着力打造以茶山风景区、中健
桃李春风、37 度农耕文明旅游项目为支撑的东部旅
游区，将与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店子秋桃”
等林果产业整合集成、交叉互渗，形成叠加效应，为融
合发展赋能助力。

此外，同样入选的田庄镇官庄村，位于双山河南
岸。目前，该村庄保存有古建筑57栋，其中，最早约建
于200多年前，主要为北方传统的白石青砖黛瓦。其
建筑结构大多为硬山、出檐、小瓦盖顶，为北方传统的
院落式民居。这些建筑的基石或青砖，均经当时工匠
精雕细琢，仔细研磨，历经数百年不磨蚀，石缝与砖缝
之间严丝合缝刀插不进，古时的“工匠精神”令人叹服。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杨晓平）

平度两村庄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分别是田庄镇官庄村、店子镇茶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