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毯
：j—霉％■瞬谭-，．圣l嘲—峥

落蒸≯：≤羚?
蠢灞嘲溯嬲黪予

-．墨0

碡——一

霉警

舞■

磁
通影‘j～



铜川郊区苹果志
(《铜JlI郊区文史》第十一辑)

铜川市郊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铜川市郊区科委(协)，苹果生产办公室

主编：蒙憬

组稿者：张兴林庞天瑞杨好强

杜宝林王贺民雷醒民

三秦出版社



△铜川郏区苹果在北京展销．囤束有关部i J

领导亲临参观．并给予很高评价。囝为采

业部长何康(右一)葺参观铜川苹果腱台．

司省委书记张勃兴(*

税察靛川茹迭果嗣．



A日木农民专牟学会会长、粟树专家武井齐先

生(左三)在锕川市郊区用营第一畏埘场考察苹果生
止

回席区度_《颌￡’}．粟兽合彩留念．

米釉鸯蛇媾女士^右二v采癣遥杉寨．束志斯利先生^左三v同菱罾瞄艺专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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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孓同艺学会会长，匈牙科草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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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铡川郊区箪艰在全Ii】优质农产品展销会上。

△镑川郊区葶果多次在映西省和全国鉴评中夺

魁．1989年新红星、缸翘、盒冠3个品种城圆宋农业

部优质水果称哥．簖为近年采，获得的优质农产品证

书、奖杯。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立足区情，厚今

薄古，记述上限为民国末年，下限断至1990

年，个别延伸到1991年上半年，重点记述现

状。

二、本志记述空间范围l 1980年前全面

记述原同官县、铜川县、市；1980年郊区成

立后，只记区辖的12个乡镇；1987年，黄

堡、王益、王家河3个乡镇划归城区后，其

资料另列。

三、本志纲目采用平列分目体。依照事

以类从，类为一章，横排门类，纵向记述的

方法，按章、节、目等层次顺序展开。全书

分卷首、主体、卷末三个部分。主体部分包

括8章24节，卷首、卷末分别包括《序》、

《概述》、《大事记》、《附录》等。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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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万余字。

四、本志采用数据以市、区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主，。也

间或采用了有关部门的资料，但均注明其来源。

五、文内“新中国建立力一词，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1949年lO月1日前为“新中国建立前"，后为“新中国

建立后刀。

六、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体裁由序、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组成，以

志为主。编写要求(如纪年、地名、度量衡等)，力求统一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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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性喜干燥温

凉，宜栽植于海拔1000米左右，土层深厚，

土壤排蓄水性能良好的地区。铜川郊区地处

陕西腹地，居关中和陕北要冲，境内多黄土

残原，海拔大部在1000米左右，土层深厚，

排蓄水性能良好，年平均气温10．6℃，夏季

(6～8月)平均气温21．7～23．3℃，平均

最低气温13．6℃，气候温凉，昼夜温差大，

年平均降雨量589．2毫米，夏季平均空气相

对湿度66％，具有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的特

点，苹果生长期日照时数为2342．2小时，光

照充足，冬季极端最低气温一20．1℃。这

些，都是苹果树生长的最佳气候指标。铜川

郊区是全国苹果最佳适生区之一。

铜川郊区栽培苹果历史较长，但民国末

及新中国建立初面积很小。70年代初，国内

外许多苹果专家经过考察分析，都认为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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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高原区(包括铜川市郊区)是发展苹果生产的优生区，

铜川被定为全国外销苹果生产基地市，其面积发展到万亩以

上。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郊区被陕西省定为苹果

外销商品生产基地县(区)后，面积再次迅速扩大到3万亩

以上。1985年以来，肖保祥运用和推广日本苹果栽培先进技

术，在苹果丰产技术和科学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产量、

质量不断提高，在陕西省和金国连连获奖，以其果型标准、

品质优良而闻名。

钢川市郊的苹果面积，目前已扩大到5万亩左右。郊区

地域宽广，发展苹果生产潜力很大，前景广阔。郊区政府规

划， “八五”期间，苹果面积达到7万亩(不含城区)，本世

纪宋达到10万亩，实现农村人均l亩苹果。预计不久，铜川

郊区将成为陕西的又一个产量过亿斤的优质苹果生产基地。

铜川市郊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科委、苹果生产办公

室合编的《铜川郊区苹果志》，如实地记录了铜川苹果的发

展历史，较系统地整理记载了郊区科技人员和果农探求苹果

优质、丰产的技术资料，熔发展历史、现状和专业知识为一

妒，这在一般书籍中是很少见的，它将对今后苹果生产的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

我有幸看到这部志书，感到由衷高兴。该志书政治观点

正确，篇目编排有序，文字质朴流畅，资料翔实，通俗易懂，

科学性强，读后给人以启迪和鼓舞，是一部很好的志书，我向

广大读者推荐，希望它能对从事苹果生产的同志们有所帮助。

祝愿铜川郊区的苹果生产在发展中取得更大成功!

孙云蔚

199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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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苹果亨I入铜川仅有40多年历史。

由于铜川气候适宜，所产苹果以果型美、品

质优、耐贮运而闻名。70年代，在全国外销

苹果基地建设的推动下，栽植面积发展到万

亩以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郊区建

立苹果商品生产基地，面积、产量成数倍增

加，并一次有3个品种获全国优质水果称

号。如今，郊区苹果已畅销大江南北和港、

澳市场，逐渐成为郊区农村脱贫致富的支柱

产业。

《铜Jll郊区苹果志》不仅系统地如实记

录了40多年来铜川苹果的发展资料和郊区苹

果参加陕西省及全国历次鉴评的历史资料，

而且系统地记录了郊区被中国果树研究所划

为全国苹果最佳适生区的科学依据以及国内

外果树专家对郊区苹果质量的评价资料，更

可贵的是，志书系统地收集记录了郊区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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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苹果生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倚

明、具体，可操作性强，对当前苹果生产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志书在写法上，把志书的“记"和史书的“鉴”糅为一

体，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比较符合郊区苹果生产的实际。

这部志书政治观点正确，篇目有序，结构严谨，不仅专

业人员能从中受到教益，而且果农也能读懂，从中受到启

迪。愿此书对发展郊区苹果生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

杨志良

史大鹏

1991年8月



遵循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

结合郊区发展苹果生产的实际，区政协文史

资料委员会牵头，与区科委(协)、区苹果生

产指挥部办公室合编了《铜JlI郊区苹果志》

一书(即《铜川郊区文史》第十一辑)。

这部志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

中心，以真实性、科学性为特点，系统记述

了郊区发展苹果生产的历史和现状，收录了

郊区发展苹果的科学依据和郊区苹果参加省

和全国鉴评获奖的历史资料，还收录了科技

人员和果农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经验资料，

并附有在发展苹果生产中做出贡献的先进入

物传记等。可以说，这是一部郊区发展苹果

生产的创业史，也是从事苹果生产的科技人

员辛勤劳动的科研成果结晶。在此，我仅以

个人的名义，对参加编写这部志书的全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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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甘泉富志

历三个春秋，《甘泉宫志》得以面世。限于所学，疏漏

与识误一定存在。读者若能做些纠误和批评，编者深表

敬谢。

姚生民

2003年6月

于古云阳封麓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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