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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林果机械推广如何破局林果机械推广如何破局
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

冬季即将过去，不少农民开始筹备农资，购置和修缮农机具，为新一年农业生产做准备。

我省农业机械应用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超过80%，主要粮食作物，如小麦，机收率已接近100%。与大田

农作物相比，林果种植田间管理更为复杂，用工量更大，对机械的需求理应更大，然而在现实中，我省林果机械的使用率却远不如大田机械。

林果机械使用现状如何？推广过程中，需要解决哪些现实困难？未来，林果机械发展又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春节前后，正是水果销售旺季，苹
果作为一款大宗水果，尤其受到北方
人欢迎。河北是苹果种植大省，产量
可观，然而，在线上线下各大销售平
台，河北苹果却相对少见。

事实上，我省也有一些苹果品牌，
如富岗苹果、井陉苹果、顺平苹果等，
但始终没有像烟台富士、陕西苹果、甘
肃苹果、新疆阿克苏苹果那样受到热
捧，打响全国品牌。

与其他省份不同，我省相当一部
分苹果种植在山区，主要集中在燕山
山脉、太行山区。山区种植的苹果，因
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条件好等因
素，品质优良，山地苹果是河北苹果一
大特色。

拥有特色山地苹果的河北，该如
何打造品牌？

“首先要实现果品的标准化。”河
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齐国辉援引富
岗苹果的例子说，“富岗苹果基本实现
了从种植到销售的标准化，在龙头公
司统筹下，统一田间管理技术、统一果
品质量标准、统一收购销售渠道，以此
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在此基础上，还有
一定的规模和产量，具备了成为一个
好品牌的基础。”

齐国辉透露，近年来富岗苹果的
价格和销路节节攀升，果农有不错的
收益，富岗品牌正在为越来越多人
知晓。

齐国辉认为，靠一家一户单打独
斗很难树得起品牌。“树立品牌的过程
中，企业的作用很关键，企业懂市场、
懂运营，是沟通农户和市场的纽带，是
产品走向市场化的必要环节。”

树立品牌，仅仅依靠企业还不够，
品牌背后是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需
要更多力量参与其中。

前几年，石家庄银岭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齐若愚和一些同行到新
发地市场考察，得到这样一条信息，河
北山地苹果品质不错，但供货量不稳
定，产品难以行销全国，因此很难打出
知名度。

“供货量不稳定，是因为我们未能
围绕苹果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生
产和市场脱钩，常常是市场有需求，但
果农没有销路，导致苹果很难‘走出
去’。”齐若愚举例，比如烟台苹果，建

立了一套覆盖生产、收购、储存、运输、销售全流程的产业
体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供给，保证稳定供给的同
时，也保证了销售价格稳定。

建立成熟产业体系的过程，需要相关部门引导。“首
先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河北山地苹果有哪几个主要
产区，每个产区的特点是什么，主打哪些优势，需要有人
或相关部门统筹引导这些事。”齐若愚说。

齐若愚表示，打造山地苹果品牌，还需要加强品牌标
识设计、IP设计，需要运用一些推广营销手段，比如产地
直播、品牌发布、文化赋能等。

文/河北日报记者 魏 雨

1月8日，石家庄市井陉县银岭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1500亩苹果园内，工作人员正在

改造原有灌溉设施，安装滴灌系统。
去年年底，银岭公司的苹果
在省里举办的苹果品鉴会上

获得银奖，公司总经理
齐若愚想借机打响品

牌，扩大种植规模，
于是决定引入新

灌溉系统，加强
果园管理。

果 园 地
处 山 坡 ，地
块依山势分
布，大小不
一。拾级而
上 ，整 个 果
园如梯田一
般。崎岖的地

形 给 施 工 带
来 不 小 难 度 ，

一天下来，施工

进度仅完成预期的一半。
受制于地形，林果机械在这里难以施展。
大宗水果中，苹果的田间管理较为复杂，

整个生长周期需要经历剪枝、旋耕、浇水、施
肥、打药、除草、疏花疏果、套袋、采摘等流程。
齐若愚告诉记者，目前果园仅在旋耕、割草、
打药等环节使用机械，其余要靠人力。

在银岭公司的仓库，果园已有的机械都
摆放在这里：两台肩背式割草机；一台手扶式
小马力旋耕机；一套需要电动三轮车载装的
喷药设备，包含喷头和管线，喷药时需两人配
合，一人捋线，一人喷施。

“在山区，地形不平整，地块狭小，大型机
械很难上来，上来了也没法作业——拖拉机
想拐弯都难。”齐若愚指着一处小地块说，“使
用小型机械，一则工作效率低，二则市场上少
有适用于山区的机械。”

我省是林果大省，苹果种植面积居全国
前列，梨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是全国第一。除
此之外，还有一些有河北特色的果品，如山
楂、核桃、板栗等，均有一定种植面积。总体上
看，林果种植面积虽大，但机械化程度较低，

尤其在山区发展林果种植，基本要依靠人工
管理。

相比山区的境况，在我省平原地区，林果
机械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广。

1月初，辛集市沐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梨
园完成冬季剪枝，果园忙碌告一段落。合作社
的工作人员没有闲着，在库房检修机械设备。

自走式喷药机、水肥一体化设备、避障式
割草机，还有施肥开沟一体化机械、大马力拖
拉机……比起银岭公司的仓库，这里的机械
不但种类多，个头也大了不少。合作社负责人
王亚文说，今年还想采购几台升降式采摘
平台。

即便平原地区便于机械作业，但若从全
程机械化角度看，目前林果机械仍然无法与
大田机械相比。如今，我省小麦、玉米等大田
作物基本实现了从种植到收获的全程机械
化，而以苹果、梨为代表的北方水果，在剪枝、
疏花疏果、采摘等环节仍需大量使用人工。

对林果产业经营者而言，选择使用人工，
除了与林果机械尚不发达、市场供给不足有
关，更与经营成本密切相关。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山区农业用工，每
人每天的雇工费在100元左右，在平原地区，
尤其是林果种植集中区，每人每天的雇工费
约为120元至150元。

“比起购买动辄上万元的机械设备，以及
连带的维修保养费用，当前的用工费还不算
太贵，能被林果产业经营者接受，这也是目前
林果机械推广不够快的重要原因。”河北农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雷说。

虽然当前的用工价格能被接受，但用工难
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几位受访的果园经营者
表示，随着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农村从事农
业劳动的人口锐减，且普遍年龄在50岁以上，
农忙时节，缺工问题很常见。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齐国辉认为，
果园用工的季节性很强，比如苹果套袋或者
核桃采摘，窗口期只有十几天，能不能雇到熟
练工，按时完成田间管理，直接关系到最后的
收成。到了农忙时节，果园往往会被用工所
累，为解决用工难，有的果园会租车从百里外
非果树种植区拉雇工。

“农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机器换人’
是大势所趋，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劳动人
口减少，用工难和用工贵的问题会逐渐放大，
应该及早着手推广和使用林果机械，确保林
果产业健康发展。”王雷认为。

林果机械推广范围有限

沐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机械设备既为自
家果园服务，也出租给其他果园经营者。王亚
文将自家机械租赁给他人时，常常收到这样
的反馈：

——垄间距没拖拉机宽，拖拉机进不来；
——割草机比树的枝干还高，根本没

法用；
——喷药机一过，把套了袋的果子刮掉

不少……
王亚文有些疑惑，“是机械的问题，还是

果园布局的问题？”
租用沐林农机专业合作社机械的果园，

普遍具有这样的特点：果树树形大，枝干延伸
广；果树之间枝搭着枝，树与树联结在一起；
枝干压得很低，人在果园中要弯腰行走；缺少
道路规划，大型机械难以进入。

“这样的果园在我们业内被称为郁闭型
果园。”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孔德
刚说，目前在我省，大部分果园都是郁闭型果

园，以梨园为例，70%以上的梨园都是郁闭型。
郁闭型果园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梨

树、苹果树的盛果期普遍在二三十年以上，现
有的果园，果树栽植时间很多在二十年以前。
有些果园，甚至建于20世纪80年代。彼时，林
果机械尚不发达，果园管理完全依靠人，果园
在设计规划上没有为使用机械留足空间。

最近10年来，新型果园逐渐在我省推广
开来。新型果园整体上是宽行密植的布局，行
与行之间留足距离，供大型机械通过，一行之
中密植果树，以此确保植株量和产量。所植果
树为新型树种，树形较小，呈纺锤状，一根主干
直立生长，主干上布满小枝，枝上密集挂果。

推广使用林果机械，首先要按新型果园
的模式改造老果园。但在实际中，改造老果园
面临的困难很大。

“改造老果园，就要砍掉旧树，栽种新树，
新树一般3年才能挂果，这意味着至少3年时
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果园经营者没有动力

改。或许只能等树龄老了，挂果少了，才能逐渐
完成老果园的更新。”孔德刚说。

推广林果机械，除了解决老果园栽植模式
的问题，另一个亟须解决问题是规模化经营。

“购买我们产品的客户，大多是合作社或
者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公司，他们拥有较大
规模的果园，大的上千亩，一般的也有五六百
亩。另一类客户是种植规模在一二百亩的水
果大户。小于一百亩的经营者，很少购买机械
设备。”王雷说。

不同规模的经营者在使用机械设备上的
不同态度，主要与经济成本相关。

对大果园来说，即使单位用工成本尚可
接受，但像苹果这样管理流程复杂的水果，需
要的用工量很大，总的用工成本并不低，所以
大果园使用机械设备的意愿更强烈。而且，越
是经营规模大，越能摊薄使用成本。

“同样是购买一台机械，支出一笔钱，大
果园摊薄到每亩地的成本肯定比小果园低很

多。而且小果园的机械闲置时间长，折旧率
高，日常维修、保养都是支出，算下来就更不
合适了。”王雷说，时常会遇到小果园经营者
咨询他们公司的产品，他一般不建议购买。

大果园对机械价格的接受程度同样高于
小果园。小果园经营者尚可承受购买小型机
械的花销，超过一万元的设备就很难接受。即
使是小型机械，单个价格不贵，但要配齐整个
管理流程所需的设备，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果园经营者，尤
其是经营自家几亩果园的个体农户，很少拥有
专业的林果机械，购买机械的意愿更低。

“只有规模化经营才能降低成本，推动林
果机械大规模使用，未来可能需要通过土地
流转等方式，将林果产业并入规模化经营的
轨道。”王雷说。

在王亚文看来，普及林果机械还有另一种
途径，就是发展机械租赁。“小麦、玉米在没有
规模化经营的条件下，通过租赁基本实现了机
械化，这对发展林果机械有重要借鉴意义，但
就当前来看，林果机械租赁面临的情况更复
杂，租赁体系尚不成熟，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
务体系仍需探索。”王亚文说。

“这台机械最早为采摘冬枣设计，机械仿
照人手采摘模式，在设备顶端安装梳齿状采
集爪，采集爪转动，冬枣顺势掉落，再经过一
道枝叶分离装置，果实流入储存袋中。”1月4
日，通过视频聊天系统，孔德刚向记者介绍起
一款小型水果采摘机。

该采摘机由河北农业大学小果农缘创新
团队研发，曾在去年举行的第九届“创青春”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创新组银奖。
孔德刚是团队的指导教师。

这款采摘机个头不大，功能却颇为全面，
不但可以完成采摘、收集、枝叶分离等工序，还
可配备果实分级装置，可以将冬枣按果实大
小自动分类。此外，采摘机还安装了定位系统。

“小型水果采摘存在单体小、数量多、采
摘效率低、辅助登高危险等问题，这款采摘机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痛点。”孔德刚说，经
测算，采摘机的效率较人工提升 4到 8倍。下
一步，创新团队还将对机械进行升级，改进采
集爪功能，把采摘范围扩展到杏、李子、山楂

等小型水果。
据介绍，这款水果采摘机已经在我省多

地进行了实地测试，获得良好反馈，目前团队
准备将设备投入批量生产，与其他动辄售价
过万的机械相比，它的售价也很亲民，预估售
价在1500元左右。

功能实用、使用灵活、价格不贵代表了这
台采摘机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亦是当前阶段
我国林果机械的特色，同时也可以看作林果
机械的发展方向。

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目前生产销售的
林果机械，从造型看，个头普遍中等，少有超
大型机械，样式难说美观精致；从功能看，没
有融入太多智能化元素，但非常实用，能显著
提高劳动效率。从价格看，售价远低于同类型
进口设备。

我国林果机械起步较晚，纵观国外发展
经验，美国和日本是两个典型代表。前者特点
是全程机械化程度高、机械大型化，后者特点
是机械智能化、自动化程度更高。

事实上，这两种经验当前阶段很难在我
国推广，这与农业传统和国情相关。

“拿剪枝来说，国外的剪枝是无差别修
剪，剪枝机像一条锯链，从树的一面扫过去，
跟理发似的。而我们的农业传统是精耕细作，
精挑细剪，它需要人的主观判断，非简单机械
可以替代。”孔德刚说。

“采摘也是相似的道理，我们需要按果实
大小、色泽、果型分门别类，同时做到无伤果
实，这同样需要人做判断。因此，国外大力摇
晃式的无差别采摘机械很难被我们接受。当
然，这也是我们林果机械难以实现全程机械
化的原因之一。”孔德刚说。

国外的大型机械同样难以在我国本土
化，这与我国复杂的地形条件有关，也与果园
的种植模式和土地经营方式有关，亦即上文
提到的老式果园和规模化经营问题。

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林果机械在当下
同样难以推开，主要还是成本问题。

王雷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出售的机械设

备，单个价格高于 3 万元，客户就难接受。自
动化、智能化机械加入图像识别、自动驾驶等
功能，搭配很大量电子元器件，造价高昂，进
口一台机械常常要几十万元，除了极少数高
端农业园区，几乎不可能全面推广。

“自动化、智能化肯定是未来的发展方
向，我们也在朝这个方面努力，但在当下，其
昂贵的使用成本很难被果园经营者接受，再
加上智能设备在技术上还不够成熟，工作效
率还不够高，目前仍不如使用普通机械或者
人工合适。”王雷说。

值得关注的是，在坚持功能实用的基础
上，林果机械出现了很多创新，有效提高了劳
动效率。

以林果采摘为例，现在很多大型果园在
使用一种可移动、可升降的采摘平台，人站在
平台上，随平台在果树周围上下移动，完成果
实采摘，采摘后可在平台就地分拣。这解决了
以往采摘中，需要频繁爬树和不停移动梯子
的问题，采摘效率大幅提升。

“果园采摘平台其实是人与机械的结合，
由人完成判断，机械提供辅助功能。在机械暂
时无法替代人工的领域，这种创新不失为一
种有效率的方式。”孔德刚说。

需改造种植模式和经营方式

走特色化农机发展之路

◀喷药机
在梨园作业。

王亚文供图

▲叉车式果园
作业平台。

河北农垚科技
有限公司供图

▶由拖拉机带
动的悬挂式风送打
药机。

河北农垚科技
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