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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弹奏的琴声或者演唱的歌声，好好地享受一个下午。

与时俱进的“泽普三宝”

吃饱喝足，自然要用些瓜果来解腻。

喀什地区北有天山、南依喀喇昆仑山，自古灌溉用水就

相对丰富，十分适合种植瓜果蔬菜，很多瓜果的老品种都有

保留。而泽普县位于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叶尔羌

河与提孜那甫河冲积扇中上游，也十分适合种植多种果蔬。

这里不光有西瓜，还有甜瓜、老汉瓜、羊角蜜、新梅、木拉

格葡萄……据说泽普县生活着一批专门从事窖藏瓜果的老师

傅，他们通过口口相传、拜师学艺从父辈们那里学到了民间

传统瓜果保鲜储藏的方法，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聪明智

慧的泽普人还将这套办法运用到了蔬菜保鲜储藏上，这就是

新疆最早的天然冰箱。

泽普全县林果总面积54万亩，年产各类优质果品24万吨，

其中，苹果、核桃和红枣是“泽普三宝”。特别是泽普的苹果，

素来以品质优良、外观大红、口感脆甜享誉全疆，畅销全国。

10 月 20 日，在泽普“苹果王”拍卖会上，有人花费 56888

元拍下了今年的泽普苹果王。公开报道显示，拍下这颗苹果的

人是上海闽龙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磊，当天，一共有 4 个品

种的4颗苹果被拍卖，孙磊拍下的这颗苹果价格最高。他表示，

他们公司常年和泽普的鲜果基地合作，买下果王，首先是支持

泽普鲜果基地的发展，其次就是企业也可以拿这颗果王更好地

宣传我们的供货源头，好好宣传泽普产的有机优质“维纳斯黄金”

苹果。

9 月去泽普采访时，记者一行也抓住机会来到上海援疆团

队用上海标准在泽普打造的万亩苹果林（万亩果园），据说这

是全国最大的戈壁集中连片无支架矮化密植苹果示范基地。据

万亩果园的技术管理负责人买买提衣明介绍，这块郁郁葱葱的

苹果地原来是戈壁盐碱地，经过农林专家的改造才成了现在的

模样。其中上海援疆资金投入硬件建设 2650 万元，品牌推广

1500 万元。

这块地种植的是农科院专家自主培育的青砧矮化苹果。青

砧根系固地性好，具有耐旱、耐寒、耐盐碱、耐瘠薄、抗重茬

等特性。矮化密植建园无须搭支架，既节省生产成本，还可以

在果园进行机械化操作，提升苹果种植生产效率。并且，青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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