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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宝鸡  青春中国
宝鸡日报大型主题报道之奋斗篇

奋斗新时代壮丽70年

超级樱桃以他的名字命名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宝鸡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张晓文

■ 本报记者  郑晔

奋斗者风采

现代农业

近年来，我市以“企业+ 基地+ 农户”为主要经营模
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大力培育龙头企业等市场
主体，促使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
济联结机制，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已有和氏乳业、齐峰
果业等 5 户农业龙头企业被评为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全市各级农业龙头企业年产值超过 117 亿元。

奋斗足迹数 说

5 我市立足产业布局，突出农田标准化、板块化建设，发挥优
势、集中连片，建成眉县猕猴桃，麟游、陇县、千阳苹果，凤翔中药
材等 5 个万亩示范基地，为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 全市现代农业园区按照全产业链开发、三产融合发展的思
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目标，建成 300
亩以上园区 380 个，其中国家级农业园区 7 个（国家级陈仓现代
农业示范区，国家级宝鸡休闲农业示范区，国家级眉县猕猴桃交
易中心，千阳矮砧苹果、陇县核桃、眉县猕猴桃国家级标准化生
产示范区, 陕西宝鸡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

114 在乡村振兴的号角指引下，我市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已建成 114 个休闲观光园，年接待游客 500 余万人次，带
动农副产品销售收入 1.2 亿元，7700 户农民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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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偿提供樱桃苗、有机肥，还派技术员

免费指导种植技术。2017 年，陈老太家

的两亩大樱桃第一年挂果，就卖了 1万

多元，“今年卖 2 万多元没问题！”老人

乐滋滋地说。

种植大樱桃 33 年，张晓文始终坚

信：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从大樱桃挂果

的那年起，他就把

村民带进自家

园子里，一边品尝，一边手把手教技术，

如今，眉县种植大樱桃已达 1万亩以上。

河南、安徽、贵州、云南等地种植的“晓文

一号”已超过 5万亩，从宝鸡走出去的果

中“皇后”，必将让全国更多的农民过上

幸福生活！

（单位：个）

（单位：个）

他是我市大樱桃种植第一人，在他

的带动下，大樱桃已经成为我市农民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他倾注 20 年

心血培育的新品种“晓文一号”个大、形

美、味甜，被誉为“超级樱桃”，在全国推

广种植 6万余亩。这也是全国唯一以农

民名字命名的大樱桃品种。

他就是陕西省劳动模范、宝鸡市有

突出贡献拔尖人才张晓文—— 一个热

爱农业、心怀梦想的新时代农民。

倾尽心血育新品 

1986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

到眉县齐镇党家寨村时，34 岁的

张晓文内心也活泛了。“政策好

了，得想着法奔日子了！”这

年 5 月，他陪父亲去山东

烟台探亲时，被当地一种

红似玛瑙、甜脆可口的

小果子吸引，特别是听

说这果子每斤能卖到

5 元时，张晓文震惊

了：半筐大樱桃抵

得上一亩麦子的收

益，这事能弄！他

像是发现了新大

陆，天天跟着当地

农民，一边看一边

问。探亲结束，他

带回了一批西北

人从没种过的大

樱桃苗。

俗话说：樱桃

好吃树难栽。第一次

种下的两亩大樱桃

寄托了张晓文对于幸

福生活的全部期待，在

当时交通、通信极为不便

的情况下，他多次坐火车

到烟台、大连等地学习，订阅

多种科技刊物，反复实践，不

断创新，经过 15 年的苦心钻研，

终于攻克了大樱桃在内陆地区栽

植取得丰产的各种技术难关，使原来

七八年才能结果的大樱桃实现“三年开

花、四年见果、五年丰产”。

上世纪 90 年代初，农民普遍没有

育苗、良种意识，张晓文先后引进 20 多

个品种，从中反复筛选，优化培育适合

关中地区栽植的优良品种。1990 年，张

晓文在实生苗圃中，偶然发现一株长势

健旺的单株，他像保护孩子一样把这棵

“独苗”保护起来，尝试嫁接扩繁；1994

年，这棵独苗开始挂果，让他喜出望外

的是，这棵树上的大樱桃果肉脆甜、硬

度适中、糖分含量高，明显优于同期栽

植的其他大樱桃品种；经过多次品种

优化，连续八年开展多点区域试验后，

2014 年，他培育的这一品种获得陕西省

果树品种审定证书，并被命名为“晓文

一号”，成为全国唯一一例以农民名字

命名的大樱桃品种。

为了让更多的村民掌握大樱桃种

植技术，张晓文结合自己多年的种植经

验，总结出一套田间管理、丰产栽培技

术，义务传授给村民，使亩产达到 2000

多斤，亩产值 1.5 万元至 2 万元。他的

这一作务技术获得宝鸡市农业科技成

果推广二等奖。

抱团发展强产业

干农业太难了！回顾自己与土地

打交道的经历，张晓文感慨万千，几度

落泪。

就拿大樱桃来说，每年都会依次经

历低温霜冻、大风冰霜、高温日灼、阴雨

裂果、果蝇“食心”五大灾害，每一次灾

害都要严阵以待，严

重的话甚至会

给当年

的大樱桃

造成灭顶之灾。

2001 年 4 月，连续一个月

的阴雨天气，让即将成熟的大樱桃全部

裂开；雨过天晴，看着满园子的裂果，张

晓文心疼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果子

质量不好，他推掉了所有订单，任由成

熟的大樱桃落地腐烂，一年的辛苦付之

东流。张晓文的儿子张春至今记得，那

一年夏天，家里连五毛钱一斤的西瓜都

吃不起，到 9 月份开学，父亲还是从亲

戚家借钱给他交的学费。

这次教训之后，张晓文决定发展

设施农业，下决心改变农业靠天吃饭

的困境。2007 年，他成立眉县金地大

樱桃专业合作社，把当地大樱桃种植

户组织起来，抱团发展；2008 年，合

作社通过陕西省无公害农产品及产地

认证；2013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

持下，合作社在姜眉公路边设立樱桃

交易市场，架起了种植户与客商沟通

的桥梁。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如今，张春

全力开拓我市大樱桃的网上销售渠道；

由张晓文主持研发的“双脱毒”优质实

生苗已在种植户中普遍推广；金地大樱

桃专业合作社与西农大联合开展的产

学研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不忘初心助脱贫

走过夏季的眉坞大地，丰

收的喜悦写在农民的

脸上，一簇簇

殷红的

大樱桃掩映

在绿叶之中，昭示

着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

“我家能脱贫，多亏了政府、多

亏了晓文！”5月 23 日，记者来到眉县

齐镇党家寨村，80 岁的陈老太从自家

的樱桃园里捧出樱桃，一定要让我们尝

一尝。五年前，陈老太的二儿子出了车

祸，为给儿子看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

出事后，亲戚们见了他们一家人都绕着

走，张晓文却上门动员她家种大樱桃，

贫困群众靠种植樱桃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