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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阳县，隶属于中国陕西省宝鸡市，地处陕西省西部，

北靠甘肃省灵台县，南邻陈仓区，东与麟游、凤翔区毗邻，

西同陇县接壤。千阳县属于暖温带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

候。春季多风，夏季凉爽，秋季多连阴雨，冬季寒冷。境

内海拔高度 710~1545.5m，相对高差 835.5m。千阳县地

处渭北高原西部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多样，地势北高南

低。千阳水资源丰富，水域面积 3000hm2，地下水总储量

6155万 m3，年平均降水量 650mm，年平均气温 10.9℃，全

年日照时长达 2200h。有中小水库等灌溉设施﹐农业灌溉条

件优越。目前，千阳县已发展现代苹果园 7200余公顷，已

建成亚洲最大的苹果矮化自根砧苗木基地 660余公顷，全国

最大的矮砧苹果集约化示范基地 3200余公顷。并建有省级生

态果园示范村 1个、省级优质苹果示范园 3处、省级“一村

一品”苹果示范村 1个，是中国苹果最佳生产区之一，也是

陕西省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县和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县。

苹果产业作为千阳县的农业产业支柱，对于千阳县的

经济发展建设以及千阳县的人民群众至关重要。因此，调

查千阳县苹果产业发展现状对于其提质增效对策非同小可。

表 1数据显示，家庭种植苹果面积小于 10亩的超过

75%，调查显示仅有 40%的果农曾有土地流转行为，且转

入土地面积均偏小。为了种植机械化集约化生产，应当减

少零星化种植，降低劳动成本，使用机械大规模种植。

选项 数量 占比

5亩以下 93 44.08%

6~10亩 67 31.75%

11~15亩 15 7.11%

16亩以上 36 17.06%

总计 211 100%

对于在受到自然灾害时是否采取措施减少损失的调查，

在 248份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 209份，占 84.27%。其中，

采取了措施的有 137份，占 65.55%；未采取措施的有 7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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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4.45%[1]。

选项 数量 占比

高温干旱 28 13.27%

倒春寒 88 41.71%

冰雹 76 36.02%

病虫害 69 32.70%

其他 19 9.00%

总计 211 ——

表 2数据显示，近 60%的果农认为千阳县自然灾害发

生比较频繁，主要类型为倒春寒、冰雹和病虫害。虽然近

80%的果农认为苹果种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但仅仅

65%的果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减少损失。这表明了果农

的防灾意识较差、防灾宣传不到位、防灾成本过高等。因此，

要加强防灾减灾的宣传工作，对果农进行防灾指导，降低防

灾成本，进而提高苹果的品质和产量。

调查了 2017年—2020年 4年中，果农是否参加了苹果

农业保险及参保面积，见图 1。

数据显示，果农购买苹果农业保险的比例逐年上升，

预计 2021年购买苹果农业保险的比例能接近 90%，参保总

面积能达到 2000余亩。果农的保险意识正在加强。

选项 总数量 采取措施数量 占比

5亩以下 93 73 78.49%

6-10亩 67 57 85.07%

11-15亩 15 14 93.33%

16亩以上 36 33 91.67%

总计 211 177 83.89%

表 3数据显示，苹果种植面积在 10亩以上的果农有 92.16%

采取了防灾减灾措施，10亩以下的果农有 81.25%采取了防

灾减灾措施，苹果种植面积和采取防灾减灾措施呈正相关。

选项 总数量 购买保险数量 占比

5亩以下 93 60 64.52%

6-10亩 67 46 68.66%

11-15亩 15 14 93.33%

16亩以上 36 25 69.44%

总计 211 145 68.72%

表 4数据显示，苹果种植面积在 10亩以上的果农有

76.47%购买了苹果农业保险，10亩以下的果农有 66.25%

购买了苹果农业保险，苹果种植面积和购买苹果农业保险呈

正相关。

根据以上数据，千阳县苹果产业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

面对苹果产量激增，价格下滑的不利局面，必须采取

一切提质增效的手段，保障苹果产品质量，增加优质果率，

提高果农收入。比如培肥地力改良土壤、授粉、疏花疏果、

套袋、摘叶、转果、铺反光膜、喷施生长调节剂、合理修剪、

绿色防控等精细管理技术，除了这些技术措施以外，还应当

进行防灾减灾措施。据调查，千阳县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倒春

寒、高温、干旱、冰雹等。政府应加强组织果农学习防灾减

灾措施，给予防灾补贴，等等 [2]。

千阳县气候适宜、雨量适中、土地面积大、地势平坦、

土层深厚、光照充足，适合种植矮砧密植苹果。矮砧密植苹

果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且机械化生产能有效地缓解农村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集约化生产也能够有效地降低防

灾减灾的成本和农业保险的成本。根据数据分析 2.4、2.5，

减少零星化种植，加大土地流转，使千阳苹果集约化、规模

化、机械化生产是必经之路。因此，应合理地对土地进行流

转，政府适当放宽贷款政策，鼓励有能力的果农或者农业企

业转入更多的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并且在有条件的示范基

地开展智慧果园和果业大数据建设试点，提高苹果产业数字

化水平。

在生产方面，对于零星的土地，可以采取加入合作社

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土地入股、代管等形式，充分发挥基地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组织优势，立足区域特色，夯实生

产基础，延伸产业链条，逐步做精做强农业产业。由合作社

统一进行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并统一进行防灾减灾措施。

在技术上，给予果农支持，指导果农合理、科学种植，强化

示范带动效益。

在销售方面，由合作社出资收购果农的苹果。一方面，

果农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等原因，对市场波动不敏感，造成很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合作社可以深入了解市场行情，给果

农合理的价格。另一方面，苹果的保质期较短，为了保证苹

果的质量，应置入冷气室中，但冷气室成本较高，单户果农

难以做到。合作社可以修建冷气室，收购果农的苹果后置入

冷藏室进行贮藏保鲜，卖出高质量的苹果。同时，也可以避

开苹果成熟期，求得更高的利润。合作社还可以打出品牌效

应，以项目建设辐射带动周边苹果种植真正实现提档升级，

提高品牌苹果市场占有率，通过品牌效应带动果农收入的



111

财经与管理·第 05 卷·第 10期·2021 年 10 月

增长。

苹果保险作为果农的最后一道保障，应当最大程度减

少果农的损失。根据调查，虽然有近 70%的果农购买了苹

果农业保险，但超过 60%的果农对于保险公司的满意度较

差，主要原因是理赔金额较少。按照趋势，未来有更多的果

农会选择购买苹果农业保险。保险公司应该制定更加合理的

保险，提高理赔金额，让果农放心。对于政府而言，应该通

过发放补贴等政策鼓励更多的果农购买苹果农业保险，扩大

苹果保险覆盖面，鼓励保险机构加大苹自然灾害性责任保险

的投保力度 [3]。

加强果业生产基地建设，积极引导涉果企业、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强新品种、新技术熟化，及时总结生

产经营模式，做好宣传。支持涉果企业、合作社等设立冷气

库、储运体系、物流中心、电子商务服务站，提高苹果分选

精准度和冷藏冷运能力，促进果品贮藏增值和优果优价销

售。打通政府与涉果企业或合作社的最后一公里，简化程序，

丰富产品，奖励补贴扶持资金及时到位，切实解决企业资金

周转困难问题。

加快推进果品精深加工发展及关联产业发展，可将果

汁、果脯、果醋、果酒、果品脆片等精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

加速发展果袋、果网、果箱、物流、劳务等配套产业，逐渐

培育医药、保健、美容等高端加工产业。

结合当地旅游资源，推动苹果文化与旅游相融合，利

用科普长廊建立教育基地，大力发展果园采摘观光、农耕体

验、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等新业态，拓展现代果业发展空间

和果农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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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目前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三支柱

模型属于非常现代化的理念内容，能够帮助企业增强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质量和有效性。因此，在实践操作期间需结合具

体的理念内容与工作状况，合理进行各个支柱的建设，完善

相应的组织机构，彰显职能特征、工作优势和价值，建设高

素质的三支柱模型应用人才队伍，切实提升工作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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