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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上接1版）
1962 年 5 月 20 日，商洛栽植核桃经验经《人民日报》报

道后推向全国。1983年全国核桃品质评比中，洛南核桃荣获
全国核桃优质产品称号。

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鼓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商洛人发
展核桃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2000 年之后，我市以建设“品种化栽培、规模化发展、规
范化管理、产业化经营”核桃示范市为目标，先后出台了《关
于建设百万亩优质核桃基地的实施意见》《核桃产业五年发
展实施方案》，把核桃生产列入全市经济建设的主导产业进
行重点开发，一手抓基地发展，一手抓科管增效，大力推广标
准化建园、高接改造、综合管理技术，全力推进规模化基地建
设、低产林改造，累计完成核桃品种改良 500 多万株，良种率
达 85%以上。

在改良核桃品种的同时，我市通过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深入开展技术培训，依托科研院所、企业协同攻关解决了一
系列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

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敏珍表示，近年来，我市建立
市、县区核桃科技服务机构，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
升核桃科技水平和技术服务能力。同时，还加强与科研院所
的全方位合作，解决制约核桃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发挥核
桃基层社会化组织的作用，强化核桃科技培训，搞好科技普
及和示范推广等。这些举措不断提升了我市核桃产业科技
创新能力和水平，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核桃产业成
为商洛群众增收致富的“飘香果”。

有努力：商洛核桃树结出“致富果”

洛南县是国家首批命名的中国核桃之乡和全国核桃十
大基地县、中国核桃无公害科技示范县、中国绿色核桃十强
县。9 月 12 日，记者来到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红仁核桃基
地，只见遍地的核桃树随风摆动，累累核桃压弯枝头。秋阳
照耀下，树影斑驳间，青绿色的核桃闪烁出翠绿的光彩，呈现
出一幅绿叶成荫果满枝的丰收景象。

“春天我在八一核桃基地给核桃树修剪整形，秋天我就
过来帮忙打核桃，基地有啥活我就来干啥活，在家门口找到
这么好的工作，我高兴得很。”正在基地打核桃的农户兴奋地
告诉记者。

基地负责人董刚介
绍，八一村红仁核桃示范
基地与农户签订 30 年流
转合同，总面积达 1000
亩，基地带动 82 户贫困
户实现脱贫，人均收入
5000元以上。

像景村镇八一村这
样的核桃基地在我市还
有很多。近年来，我市按
照做大做强做优核桃产
业的总体目标，举全市之
力，大力培育产业基地，
2022 年，全市核桃基地
面 积 352 万 亩 ，年 产 量
16 万吨，年加工营销核
桃产量突破 30 万吨，综
合产值 55 亿元，核桃产
业涉及 37万户群众。

“我们合作社有固定
员工 200 多人，经过几年
的发展，合作社发展社员
840 户，覆盖永丰镇 7 个

村，企业吸纳贫困户 210 户 595 人，年人均收入 6000 元以
上。目前，合作社已发展标准化良种核桃建园 7000 多亩，帮
带 963 户 2500 多人实现脱贫。”洛南县中良核桃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王中良告诉记者，在政府的引导下，合作社按照“合作
社＋企业＋基地＋贫困户”的发展模式，采取社员入社务工、
土地有偿流转、发展林下经济、资金入股分红、优先收购贫困
户产品等形式，探索出了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民”的产业合作社精准扶贫模式。越来越多的基地、
合作社带领广大村民走核桃产业化发展之路，让核桃成为当
地村民的“致富果”。

户户都栽核桃树，人人都花核桃钱，成林成片的核桃成
为发家致富的“绿色银行”。农民用核桃树上的“金果果”，换
来了新房，换来了摩托车、农用车、微型车、轿车；他们美化了
庭院，把公路修到家门口；他们到县城购房居住，成为“山上
有产业、城里有事业”的“两栖”农民。

据了解，洛南已占据红仁核桃产业发展高地，5年内要建
成核桃标准化示范基地 20 万亩，建成红仁核桃精品园 3 万
亩，全县核桃总产量稳定在 6万多吨，产值达到 18亿元，核桃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 100 亿元，让全县农民的核桃人均收
入占到全县农民可支配收入的 30%以上。未来，洛南还要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打造秦岭核桃小镇，大力开发乡村生
态旅游，让大城市人来洛南体验核桃采摘、农业观光、休闲娱
乐、康养度假于一体的生态农庄生活，让洛南核桃成为乡村
振兴中的产业支柱。

有追求：唱响“商洛核桃”驰名品牌

“引领中国核桃发展方向，努力打造核桃产业集群”是国
家林业局对商洛核桃产业发展的要求和高点定位。

从 20世纪 90年代起，我市各地纷纷利用退耕还林、林木
良种补贴、扶贫产业发展等优惠政策，大力推广核桃种植，同
时，还积极开展核桃品种的引进和选育，目前，核桃品种主要
有香玲、辽核 1号、辽核 4号、鲁光以及当地农家品系等，建成
20多个良种核桃示范园和良种繁育圃、采穗圃。

随着核桃产量和质量的提升，核桃的生产、深加工水平
也得到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陕西盛大、君威、兴
茂、智源、家金、海源等龙头企业发展核桃精深加工，目前，全
市现有核桃加工营销企业 13家，年加工营销能力 30万吨，加

工产品 10 多个系列。主要有核桃乳、海苔核桃仁、琥珀核桃
仁、核桃精油、核桃软糖、核桃酥糖食品和核桃壳滤料、核桃
活性炭、分心木茶等副产品。不断的延链、补链、强链，促进
了我市核桃优势农产品转化增值。

被誉为“商州核桃第一村”的上河村近年来立足区域资
源优势，通过核桃改良、品牌打造、林下种植、休闲体验等项
目建设，引导上河村核桃产业走向深层次立体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新品种核桃生产周期较长，需要 3到 5年才能挂果。为
了利用这个空窗期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上河村结合地理资
源优势，创新推出‘上河驿’农耕体验园项目，实现农文旅融
合发展。”商州区陈塬街道上河村党支部副书记徐文强说。

在距离市区 35 公里的丹凤县棣花镇核桃主题公园是以
现有的核桃林地和山谷沟壑地貌，建成集核桃种植、林下经
济、产品加工、汽车露营、休闲观光、研学旅行、劳动教育、自
然教育、农耕传承、拓展训练、亲子体验、中药养生和民宿康
养等为一体，“产学研、一二三产、农文旅、生产生态生活”融
合的现代农业园区。

“320亩的陌上花开观光区、50亩的商於露营休闲区、70
亩的向阳而生休闲露营地以及可接待 40 多人的核桃先生民
宿均建成开放。开发的劳动、自然、科普教育课程结合研学
旅行，在校内外颇受好评。我们举办的‘薄壳山核桃植树节’

‘直播电商助农暨鲜核桃销售季’‘田园音乐节’等主题活动，
有效提升核桃主题公园的知名度。”核桃主题公园负责人王
晓勇介绍。

从单一的核桃种植产业到产业链的延伸，从核桃基地建
设到农旅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商洛核桃不断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产业的升级，离不开销售渠道的多样化。今年 4 月，中

欧班列“商西欧”专列满载着 35 车 700 多吨商洛核桃及核桃
加工设备等货物，从商洛陆港集团启程，驶向乌兹别克斯坦
撒马尔罕，商洛核桃再次搭乘专列走出国门，标志着商洛核
桃出口步入常态化。从 2021 年到现在，商洛核桃及核桃加
工货物已经销往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 1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广受国际市场青睐，累计出口核桃产品 6000
多吨，出口额达到 1.5亿元。

为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市商务局组织企业先后参加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烟台国际食品展、日韩国际食品展等
展会，帮助企业抢抓国际订单。今年 3 月，我市在韩国举行
农产品展销暨大健康产业专题推介会，达成包含去衣核桃、
核桃油在内的农产品出口订单 5000万元。

为了进一步带动核桃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拓宽
品牌宣传、物流配送、信息交互等产业渠道，促进产业提质换
挡升级。2019 年 8 月，新华·全国核桃价格指数暨全国核桃
交易中心线上平台正式运营发布会在西安召开，由新华社和
洛南县共同发布的全国核桃价格指数，成为引导核桃市场发
展、强化核桃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2022 年 11 月，在洛南县建成的西北核桃物流园一期交
易展示中心、冷库、农副产品加工车间等正式建成运营，这是
全国首个以核桃单品大宗交易为主的线上线下交易平台，标
志着在洛南便可实现“买全国、卖全国”核桃交易格局。

目前，洛南、丹凤、商州等集散交易市场已逐渐成为陕西
乃至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核桃产品流通、交易的枢纽。

好的产品，要成功占领市场，到达终端消费者，走到消费
者心里，到达消费者手里，更离不开好的品牌建设。随着核桃
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商洛核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商洛核桃先后获得“中国核桃之都”“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全国绿色农业十大最具影响力地标品牌”“陕西好商标”等荣
誉称号。今年7月，商洛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商洛核桃”成功
获欧盟商标注册，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相互认可和保护，为商
洛特产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9 月 21 日至
23日，2023陕西核桃产业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洛南核桃节将
在洛南县举办，以进一步提高和拓展商洛核桃等名优特农产
品的宣传力度和销售渠道，夯实品牌建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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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打核桃村民正在打核桃

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红仁核桃基地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红仁核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