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手“即食” 他的果子不寻常

中国猕猴桃产量世界第一，陕西猕

猴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

如何充分发挥优势，让陕西猕猴桃在高

端市场占领一席之地，是杨凌国际猕猴

桃创新创业园负责人高志雄一直思考

的问题。

“长期以来，国产猕猴桃给消费者

留下一个‘拿到手硬邦邦，放软了一包

水’的印象，大大影响了其进军高端市

场。 ”高志雄解释，“猕猴桃属于典型的

后熟水果，采收时果实较硬，存放一段

时间后才能食用，但变软达到食用标准

后保质期又很短。 因此，采摘时机、贮藏

方式对其品质影响极大。 ”

高志雄坚信，如果做不到“即食”，

猕猴桃在高端市场将永远没有竞争力。

2011 年，高志雄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本科毕业后，跟随猕猴桃试验站首席

专家、 教授刘占德攻读农业推广硕士。

硕士毕业后，高志雄敏锐地洞察到市场

对高品质猕猴桃的需求，尝试用订单农

业的模式改变国产猕猴桃难以走向高

端市场的现状。

一开始，高志雄提前给合作农户支

付高额定金，提供保底价格，只为让他

们晚采猕猴桃。 然而，每到国庆前后，还

是有部分果农选择提前将果子采摘下

来售卖给客商。

“那几年，仅定金就损失了十几万

元。 ”高志雄暗下决心，一定要做更高质

量的订单农业。 他开始探索创新示范，

在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过程中吸引更多

志同道合的果农，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2018 年， 在杨凌示范区支持下，依

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猕猴桃试验站的

技术支撑与服务，坐落于 G344 国道旁、

占地 230 亩的杨凌国际猕猴桃创新创业

园诞生了。

为做到“即食”，高志雄带领团队严

格执行“成熟晚采、美味‘即食’、安全健

康”标准。 对早熟的“翠香”，他们也坚持

等到 10 月中旬才开始采摘。

“今年刚建成的 1000 吨规模低温贮

藏冷库，以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猕猴

桃增氧催熟装置及其操作方法’专利技

术，让猕猴桃得以通过低温后熟，既保

障了品质， 又让猕猴桃有了更高的身

价。 ”高志雄高兴地说。

从果到链 技术支撑产业发展

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齐镇凉阁村

村民邓晓庆的家庭农场，40 亩猕猴桃园

里种植着大片“脐红”。 2022 年果园挂

果，今年果园迎来丰收，预计收入在 15

万元左右。“明年，果园将进入量产，相

信收入还会再上新台阶！ ”邓晓庆说。

“我们认识差不多 10 年了，我就信

志雄。 他让我种‘脐红’，错不了！ ”邓晓

庆语气坚定地说。

在杨凌国际猕猴桃创新创业园，像

邓晓庆这样的合作大户有 7 户，分布在

眉县、扶风、城固等地。 每到猕猴桃生产

的关键环节，高志雄就会前往他们的果

园，为他们进行实地指导。

高志雄告诉笔者，“脐红” 产量低，

但一个果子可以卖到 10 元， 具有很高

的经济价值； 这个品种对气候很敏感，

容易受自然环境影响。 针对其特性，高

志雄探索利用设施大棚栽培“脐红”，不

仅避免了冻害 ， 还充分利用了降水资

源、减少了病害传播。

要把一颗果子做成一条产业，带动

大家共同富裕，得在其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下功夫。 根据不同猕猴桃品种，高志

雄在自己的创新创业园里搭配了 3 种

不同的栽培模式。“根据陕西一年霜冻、

倒春寒、大风、强光照、高温多雨等天气

特点，我们最新推出分段伸缩式防护棚

建造技术 ，以较低的成本 ，让树体不受

自然灾害影响，确保产出高品质的猕猴

桃。 ”他介绍。

解决了冻害 、病虫害等问题，如何

让被称为“维 C 之王”的猕猴桃既好吃

好看，又更具营养？ 高志雄在土地上动

起了“心思”。

“建园之前，我们尝试通过酒糟、油

渣、菌菇渣及碳基肥等改良土壤 ，为猕

猴桃根系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 同

时，我们搭配碳基全营养肥料 ，让树体

更健壮，让果实品质得到持续提升。 ”高

志雄自豪地说。

学校搭台 筑梦乡村振兴

农业产业链长、涉及学科多 ，如何

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让他

们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是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一直思考并积极探索的问题。

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探

索并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学位研

究生项目制培养模式， 构建了产业链、

创新链、人才培养链相融通的人才培养

体系。 高志雄便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首批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之一。

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完

成第一学年课程学习后，2012 年冬天 ，

高志雄住进了眉县猕猴桃试验站。 一年

时间里，他参与剪枝、授粉、疏花疏果、

施肥、采收、贮藏等一系列生产实践，了

解了猕猴桃的物候期及其对应的农事

操作。

在试验站，亲身经历了猕猴桃产业

链各个环节， 与产业链相关的政府、专

家、农场主、经销商、农户等不同角色的

深入交流学习，高志雄对猕猴桃产业有

了更深刻的认知。

高志雄的创业故事是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项目制改革的

一个缩影。

据统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培养

1 .4 万余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近 ５ 年，

该校毕业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涉农领

域工作的人数占比从 2017 年的 40%提

高到 2021 年的 80% ， 为乡村振兴和农

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智力

支撑。 （张梅 付文婷 李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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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耕耘 一颗果做成一条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生高志雄的创业故事

近日， 在我国首个猕猴桃全产业链科技示范园———陕西杨凌国际猕猴

桃创新创业园，工人们将经过半个月低温后熟的猕猴桃装车。

与市面上已经接近销售尾声的猕猴桃相比， 这里的猕猴桃可谓“耐得

住性子”。 这背后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新人才培育模式，以及“新农人”高

志雄十年磨一剑，把一颗果做成一条链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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