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 内丘县岗底村在治山的
同时，岗底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就思考
如何种上能长期卖上大价钱的苹果，
让农民靠山吃山走上致富的高速路。

这个思考的背景具有它的时代
性。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 千家万户的
农民，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由于市
场信息不灵，结果农民往往是：“贩猪
羊快，贩羊猪快，猪羊一起贩，倒断了
屠宰。 ”当时农民发出了“谁能告诉
我，到底种什么”的问话。

应着农民的呼唤， 岗底村党总支
书记杨双牛对全国果品市场走向进
行了广泛的调查，并请专家进行反复
论证种什么果树。

当向农民提出岗底山上种红富士
苹果时，农民对此反对声一片，因为
当时内丘县的山区果农正在砍果树。
有农民说：“干部是不是吃错了药，人

家砍苹果树，岗底却要种苹果。 ”
村干部对农民的反对声， 没有提

出质疑， 只是给农民出了一道题：每
家调查三户砍苹果树的果农，看他们
砍的都是啥品种。 调查结果显示，砍
苹果的果农砍的都是些国光、 红元
帅、黄元帅，没有一户果农砍红富士
苹果树的。

这是为什么？ 村民和干部以及请
来的专家共同解这道题。

专家从苹果的国际市场行情、走
势讲富士苹果的发展前景。 讲得村民
站在深山沟沟站在自家的山头上却
有了世界眼光。 他们看清了脚下的山
也能成为聚宝盆：“种富士苹果行。 ”

杨双牛分析农民种地出现“贩猪
羊快，贩羊猪快，猪羊一起贩，倒断了
屠宰”的原因。 他说，市场经济面前有
三种眼光：第一种眼光是“过去时”眼
光。“过去时”眼光，“过去啥挣钱，今

天种什么”。 结果是，收了什么，卖不
出什么。“过去时”眼光，是习惯思维
在作怪。 第二种眼光是“现在时”眼
光。“现在时”眼光，是“今天啥挣钱，
明天种什么”。 结果是，“今天种了什
么，明天什么不好卖”。 第三种眼光是
“未来时”眼光。“未来时”眼光，是“明
天啥挣钱，今天种什么”。

他说，农民种地出现“贩猪羊快，
贩羊猪快，猪羊一起贩，倒断了屠宰”
的根儿，就是农民缺乏“未来”眼光造
成的。

他接着专家的话， 分析了市场对
富士苹果的需求，讲了富士苹果的发
展前景，继而讲到种富士苹果与农民
自己腰包的联系， 农民听得入耳、入
脑、入心。 村民都种起了富士苹果，当
人们笑话他们的时候，岗底人义无反
顾。 因为他们改变了“过去时”和“现
在时”眼光，确立了“未来”眼光。

二十多年过去了， 正是他们拥有
“未来”眼光，今天的岗底人才真的鼓
起了腰包。

富岗的苹果红了， 岗底的党
总支书记杨双牛“黑”了。

富岗苹果在市场 上一路飘
红，50元一个苹果， 本地卖得好，
本市卖得好，就连省城卖得也好。
人们都点名要买富岗苹果。 一时
出现富岗苹果买不到的现象。

一些人对杨双牛说：“我们把
钱都给你岗底了。 ”这是褒奖，但
这褒奖里也有点嫌贵。

一分价钱一分货， 十分价钱
买不错。富岗苹果卖到天价，有的
人喜欢苹果，却不喜欢价格。

内丘县有一些人， 把杨双牛
编到内丘县“四大黑”的人物里。

早在 2000年， 在内丘县有四
个出名的人物。 一个是内丘县交
通局有一个叫刘建国的局级干
部，他在山上养鸡全部是放养，鸡
满山遍野地跑着找食吃， 从不吃
什么饲料， 那鸡蛋全是纯正的柴
鸡蛋，所有鸡蛋都打着生产日期，
绿色鸡蛋，价格就高，一个鸡蛋卖
到一元钱。 第二个是西石河村的
党支部书记王胜， 西石河村的水

富含硒元素，具有防癌作用，王胜
便在村里建了个矿泉水厂， 取名
叫“天下第一神泉”，他卖矿泉水，
3 元钱一 瓶 ，
水里求财 ，利
润大。 第三个
是 在 县 城 开
饭 店 的 荣 盛
魁 ，饭菜质量
好 ， 价格贵 ，
人 称 “荣 快
刀 ”， 但却天
天客满 ，很发
财。 第四就是
杨双牛，一个
苹 果 卖 到 50
元。

内 丘 县
有 人 编 了 一
个“四大黑 ”
的顺口溜 ，说
什么：杨双牛
的苹果，王胜
的水 ，荣胜魁
的饭 ，刘建国

的蛋。
杨双牛对这句顺口溜并不介

意， 他诙谐地说：“说咱黑那是咱

长得黑，但咱心不黑，咱苹果质量
在那摆着，50元一个苹果供不应
求就是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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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岗底成功秘诀———

文／图 通讯员 张海菊 本报记者 刘秀礼 王智勇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这
是“十八大”报告字字铿锵的郑重宣示。

“美丽中国 ”，诗化的语言 ，温暖着亿万人 ：我们党
把 “生态文明 ”写在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上 ，也刻在了13
亿人民的心坎里。

为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 为着迎接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在寻找着“生态文明”的路径。
内丘县岗底村是“生态文明”美丽家园。 30年来，他

们把７８００亩荒山变成了花果山 ，靠生态建设快速致富 ，
农民人均收入由80元提高到今年的2.5万元 ，30年提高
了312.5倍，每年以平均10倍的速度增长。

今年10月19日 ，省长张庆伟到岗底视察 ，对岗底走

生态发展之路赞不绝口。
作为全国农业园艺作物标准园示范园 、 全国发展

生态产业样板、 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和邢台市走生
态高效发展之路典范的岗底，它的发展路径是什么？让
我们通过岗底的故事 ， 走进岗底 ， 去探究岗底成功秘
诀。

６ . 三个 “眼光 ”

上世纪90年代， 岗底苹果一
上市，就以果型端正、色泽均匀、
细脆无渣、酸甜适口、细脆津纯、
清香蜜味、易储耐藏，赢得消费者
青睐。

其实，那都是直观的。 专家概
括了它的特点。一是绿色。生产的
果品完全符合无公害绿色食品标
准要求。二是营养。果实中含有对
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钾 、 钙 、镁
等，人体必需的各种矿物质元素、
微量元素、维生素均衡。 三是纯、
美。 果汁含量丰富、糖酸适宜，果
肉细脆、硬度大而无渣，具有典型
的富士风味。 果个儿大， 果形端
正，颜色条红。

岗底苹果每年都要进行随机
取果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进
行检测，检测显示其质地品质：果

实 硬 度 18.9 磅 /cm2， 含 水 量
89.3%，果肉脆、多汁，质地细，纤
维少； 果肉含原糖 8.7% ， 蔗糖
15.1% ， 可 溶 性 固 型 物 含 量
16.1%。 果肉滴定酸0.295%，果汁
PH值3.3；具有典型的芳香味，且
风味较浓。 以上指标均高于全国
代表值。含有18种氨基酸，15项均
高于全国代表值。

岗底苹果与消费者一见面，
就在市场上一路走红。

然而， 岗底人并不会经营苹
果，更不会保护自己的苹果牌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党总支书
记杨双牛在邢台市区一个农贸市
场上，看到一个小贩吆喝着“岗底

苹果” 卖。 卖苹果的既不是岗底
人，卖的也不是岗底苹果。这使杨
双牛感到， 冒牌要砸岗底人的饭
碗子。

怎么办？ 他找到一位新闻记
者进行讨教。这位记者告诉他，邢
台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有一名副
局长，叫左梦奎，他在工商局主管
商标工作，并且对商标很有研究，
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关于如
何发挥注册商标作用的研究文
章。

杨双牛果然在左副局长那里
长了见识。左副局长告诉他，商标
是“通行证”，商标是“入场券 ”，
商标是“软黄金”，商标是保护商

品的“利器”，商标也是一把“双刃
剑 ”。 经过向左梦奎副局长的求
教，杨双牛对商标有了深刻认识，
他决定马上为岗底苹果注册商
标。

查询 ，起名 ，申报 ，在左副局
长的帮助指导下， 杨双牛为岗底
苹果注册了“富岗”商标，还注册
了与“富岗”字眼相似、近似的“富
山”、“富水”等37个商标，以防假
冒。从此，一把保护品牌的利剑掌
握在岗底人的手里。

从那以后， 没有人喊着“富
岗”苹果卖了。 今天，富岗商标成
了“中国驰名商标”，有专家称其
价值可达亿元。

富岗苹果出了名了， 消费者
认可，市场供不应求。

如何把种出的好苹果卖出好
价钱？ 这是岗底党总支和村委会
遇到的一个课题。 杨双牛和干部
们犯了愁。

杨双牛来了个“南下北上”。
在广州的市场上，他对村干部说，
买最好的外来苹果尝尝，看“舶来
品”啥口感。 在北京，他们把所有
的苹果市场都转了个遍，问价格，
问来路，问品种，问品牌，拿着岗
底苹果跟国外顶尖的苹果比高
低。

杨双牛又飞往新加坡， 他通
过那里的窗口， 研究国际一流的
苹果包装。

考察 ，调研 ，论证，最后形成
决议： 把富岗苹果定位在中高消
费群体上。用最好的包装，改变苹

果论筐卖的历史， 确定苹果论个
儿卖：4.5两—5两的一级果5元一
个，5两—7.9两的特级果 10元一
个，8两以上的极品果 50元一个。
他们称之为“515”销售战略。

这个销售战略一公布， 就受
到一些人的质疑。 有的说：“货好
价出头，但也不能离谱。 ”言外之
意是价格定得离了谱 。 有的说：
“现在市场上的小麦5毛钱一斤，
50元一个苹果， 就能买一布袋小
麦。 ”意思是一个苹果不值50元。
有的说：“定价不算价， 卖了才算
价。 ” 说的意思是岗底定价不算
价，市场上认可才算价，市场不认
可你定了价也白定 。 还有的说：
“别人论筐卖苹果， 岗底论个儿
卖，历史不是那么好改变的。 ”这
句话的意思是创造历史难。当时，
可以说包括该村和社会上多数人

对岗底的定价持怀疑态度。
说实在的，杨双牛对“515”的

价格销售战略，既有底也没底。说
有底，那就是在定价之前，他觉得
富岗苹果比日本的富士苹果好 ，
比他们卖100元一个的“世界一”
苹果还要好。 他们能卖100元，我
们卖50元还算贵吗？ 他认准一个
理儿：“有一货必有一主。”不怕没
人要，也不可能没人要。 说没底，
就是想法再符合实际，但最后还要
经过“市场”这个实践的检验。

确定“515”价格战略后，他们
定了个原则： 只要符合标准的苹
果全部收购，不让果农吃亏，卖出
去就卖，卖不出去就送。送也是一
种宣传，是无形的广告。 还规定，
就是把苹果扔到太平洋里去 ，也
不能说卖不出去。 因为这是商业
秘密，天机不可泄露。

1997年这一年，打广告，做宣
传， 设立富岗苹果专卖店， 改包
装，贴商标，极品箱、礼品盒，富岗
苹果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消费者
面前。 富岗苹果结束了论筐卖的
历史，以论个儿卖的崭新形式，走
向市场，走向消费者。市场考验的
结果是：第一年，50元的极品果送
的多，卖的少；第二年卖的多，送
的少；第三年，抢着要，买不到。从
那时起，苹果年年供不应求。苹果
一下来，他们就发愁，愁得不是卖
不出去， 愁得是得罪买不上苹果
的顾客。

当村民大把票子装进腰包的
时候， 开始反对卖50元一个苹果
的人服了。 2010年，邢台市委组织
部制作岗底创先争优宣传片，作
为全国基层党组织的远程教育电
教片。 老村委会主任杨群书对着
摄像镜头， 深有感触地说：“还是
双牛有市场眼光， 人家看得就是
准，咱不服不行。 ”

尽管内丘县有人说杨双牛“黑”， 但岗底发展绿色经
济、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经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就连说
杨双牛“黑”的人，也在暗暗学习杨双牛。 因为人们都看
到，农业结构不调整，农业没有出路，农民就富裕不了。

二十一世纪初期，正是全省农村发展的困惑期，也是
农业调整的关键期，应着农民“谁能告诉我，到底种什么”
的呼唤， 河北省在张家口召开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
会。

会上，省委、省政府出台了鼓励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的优惠政策，列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时间表。

就在这次会上，让杨双牛介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经
验。 站在大会发言席上，从“五统一分”治山到“五分一统”
管山，从“转变观念”到“走出大山”，杨双牛讲得台下掌声
一片。大家都觉得岗底为全省农业结构调整闯出了一条宝
贵的路子。

当杨双牛讲到有人说卖50元一个苹果“黑”时，坐在主
席台上的时任省长钮茂生打断杨双牛的讲话，插话道：“市
场经济以市场论英雄。 我看杨双牛‘黑’得还不够，还应该
加倍的‘黑’。 依我看杨双牛你的苹果应该卖到100元一
个。 ”

省长给杨双牛的“黑”正名，还要他加倍的“黑”，杨双
牛非常激动。他想：“省政府主要领导面对全省干部给我们
的苹果定价，这是天赐良机。 ”想到这里 ，杨双牛眼前一
亮：这既是岗底人的福，也是岗底人的商机。

聪明的杨双牛，抓住这个商机，搞论证，改包装，做宣
传，当年推出了100元一个的苹果，在苹果包装箱上赫然写
着：省长建议价———100元一个。 苹果价格长了一倍，结果
还是供不应求。

每每人们提起“省长建议价”这五个字，就想到富岗苹
果100元一个，同时不得不佩服杨双牛的聪明。

７ . 三十七个商标

８ . 一个苹果50元

９ . “四大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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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岗底 永续发展 （续篇）

美丽的岗底村

果农聆听 “十八大 ”的声音

文化讲座提升村民素质

全国农业园艺作物标准园春景

10 . 省长建议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