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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苍翠锁烟云，洛水悠然绕古今。
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洛南县，是全
国核桃黄金优生区及生产区。近年来，洛
南县将核桃产业作为全县首要打造的产业
之一，逐渐闯出了一条产业帮扶致富的新
路子，打造了一个产销体系完整的新产业，
开创了一个现代特色农业示范的新标杆。

相沿：洛南核桃种植历史久远

身处秦岭腹地的洛南县，核桃栽培历
史 久 远 。 据《洛 南 县 志》记 载 ，核 桃 早 在
2000 余年前的汉代就已广泛种植。唐代
已是“果之甚者，莫如核桃”。北宋《本草衍
义》中记有：“核桃风发，陕、洛之间甚多。”

20 世纪 50 年代，洛南县群众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种植核桃，核桃种植遍地开花，开
启了洛南核桃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后，洛
南核桃产业发展迅速，到 1979 年当地核桃
产量猛增至 674 万斤，当年实现了核桃产
量位居全国第一的目标。

在 1983 年召开的“全国出口商品生产
基地、专厂建设成果展览会”上，洛南核桃
在全国核桃品质评比中脱颖而出，被国家
对外经济贸易部授予全国核桃优质产品称
号，洛南核桃就此享誉中华大地，成为全国
名副其实的核桃之乡。

青山依旧在，人间岁月几春秋。时至
今日，在洛南县古城镇蒋河村，一棵树龄达
500 余年的“中国核桃王”依旧苍劲挺拔，
见证着洛南核桃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历

经千年休养生息及沧桑岁月洗礼，核桃已
经成为洛南县最具价值的人文符号。

破局：依托园区做强产业引擎

中国核桃看商洛，商洛核桃看洛南。
洛南核桃以果大、壳薄、仁饱等特点深受当
地人喜欢，但是以家庭式作坊经营为主的
粗加工发展模式，一度让洛南核桃陷入了

“好货难出山”的窘境。
为了提高产业整合能力，2022 年，洛

南县在永丰镇永丰社区，依托村集体经济
建设了西北核桃物流园，逐步引导当地核
桃产业从“小散零”转变为集产、研、储、运、
销一条龙的“大新全”。

“依托西北核桃物流园，洛南县将本土
核桃统一深加工，同时将新疆、云南、甘肃
等地优良核桃进行收购、整理、加工、提升，
产品销往江苏、广东等沿海省市，甚至达到
欧美市场，逐步形成了‘买全国、卖全球’的
交易大格局。”西北核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际锋介绍。

据了解，2022 年以来，西北核桃物流
园购销各类核桃产品 2.97 万吨，总产值达
12.1 亿元，占洛南县核桃总销售额 55%，充
分发挥了中枢和纽带作用。

同时，西北核桃物流园还吸纳了 6 家
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加工企业，以及 16 家仓
储企业和 5 家电商企业，解决了永丰及西
城区移民搬迁点 1000 多名群众务工问题，
形成了“联得紧、带得稳、能长久”的联农带

农长效机制。“成立之初，59 个村集体经济
组织入股了物流园 5900 万元，2023 年分
红 295 万元，这将有力推动周边村集体经
济发展。”洛南县林业局局长倪高平算了一
笔账后表示，通过深挖“土”的资源，放大

“特”的优势，延伸“产”的链条，洛南县依托
核桃产业将特色经济、联农带农经济、集体
经济、民营经济实现了有效统一。

出山：精深加工产品卖向全球

每 年 9 月 ，是 洛 南 红 仁 核 桃 的 成 熟
季。从枝头采摘，到走出秦岭大山，在接下
来的半个月内，洛南核桃将辗转万里，经中
亚抵达欧洲。

围绕产品出口，洛南县一众果商创新
思路，把核桃加工为琥珀核桃仁、核桃露、
核桃油、核桃壳猫砂等各种衍生品，从果
仁到外壳，实现了对核桃最大限度地“吃
干榨尽”。

一众出口商家中，商洛盛大实业公司
的产品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该公司研发的

“结块型猫砂”和“非结块型猫砂”两个发明
专利成果转化，对核桃壳加工厂技术改进
升级，能实现年产猫砂 5000 吨。

“核桃壳猫砂，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产
品 ，成 分 天 然 、安 全 环 保 ，不 用 担 心 猫 误
食 导 致 的 健 康 问 题 。 同 时 ，核 桃 壳 磨 碎
了以后吸附能力非常强，易结块、除臭效
果 好 。”盛 大 实 业 公 司 总 经 理 董 兆 斌 表
示 ，通 过 对 核 桃 壳 等 废 弃 物 进 行 开 发 利

用，公司实现了年加工核桃壳 1 万吨，核
桃壳猫砂还获得了 2023 中国特色旅游商
品大赛金奖。

据 了 解 ，2023 年 洛 南 县 从 事 核 桃 加
工、销售、贸易、产品出口的企业、合作社就
有 219 家，2023 年全年核桃制品销售量 9
万多吨，交易额近 17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洛南核桃在全
国乃至全球市场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洛
南县于 2019 年联合新华社旗下中国经济
信息社发布了新华·全国核桃价格指数，这
是我国首个采集分析核桃产销价格的指数
体系。五年来，新华·全国核桃价格指数正
助力洛南核桃走上数字化转型的道路，带
动了当地核桃优良品种的普及推广和种植
结构调整，催生了核桃交易新模式，引领核
桃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发展，提高了“洛
南核桃”的品牌含金量。

一枚小小的核桃，穿过历史的烟云，承
载了劳动人民千年不灭的朴实与坚韧品
质，赋予了一方百姓生存与发展的希冀。
面向未来，洛南县委副书记、县长方德军表
示，将以推进乡村振兴、壮大特色产业、增
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继续做强做优核桃
产业精深发展，加快核桃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全力打造好洛南县百亿级核桃产业
集群。华山之阳，洛水之南。群山起伏间，
核桃果树林木葱郁，一株株万木争荣，一畦
畦生机勃发，关于核桃的故事仍在洛南这
片土地上继续……

（转自新华社客户端2024年6月14日）

中国核桃 何以洛南？
——陕西洛南县核桃产业发展见闻

刘 辉

近年来，镇安县积极践行“两山”理念，
充分挖掘生态资源优势，坚持生态康养首位
产业，大力发展桑叶、茶叶、烟叶等“小绿叶”
产业，做好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大文章，走出
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桑蚕织出群众致富路

“在小蚕共育室领了 8 张种蚕，喂了
22 天，预计能产蚕茧 400 多公斤，收入 3
万多元。”6 月 18 日，达仁镇枫坪村蚕农张
正位说。

近期，达仁、庙沟等镇的蚕桑生产迎来
了丰收，相较往年，今年春蚕蚕茧收购价格
每公斤高出 6 至 10 元。得益于桑园的科
学管理和良好的天气，今年的桑叶叶大、叶
嫩，长势良好，这些“小绿叶”为小蚕成功产
茧提供了充足营养，小桑叶的生态价值进
一步变现。

借助全县蚕桑产业政策资金支持，通过
整村发展蚕桑产业、建立省力节本蚕桑生产
技术体系、引入新品种新技术、建立蚕丝被
深加工企业及蚕桑文化体验园等，镇安县实
现了蚕桑产业规模壮大、蚕桑产业品质提
升、蚕桑产业链进一步延伸。目前，龙头企
业陕西镇安百盛茧丝绸有限公司荣获陕西
省名牌商标称号。

全县发展桑园面积 6 万亩，其中密植
桑园 3.5 万亩、田坎桑 2.5 万亩；建成缫丝
加工企业 1 个、蚕桑专业合作社 45 个、小
蚕 共 育 室 42 处 325 间 、标 准 化 养 蚕 工 厂
393 处 6.57 万平方米、智能化催青室一处；
建设蚕桑田园综合体一处，蚕桑综合示范
园区一处，有 8 个镇（街道）48 个村 3600 户
群众参与蚕桑产业发展。2023 年，全县养
蚕 1 万张、产茧 370 吨，群众通过蚕茧销售
直接增收 1756 万元。今年，镇安县引进蚕
种 繁 育 项 目 ，春 蚕 生 产 再 创 佳 绩 ，养 蚕
5300 张，带动增收 960 万元，预计全年蚕
桑综合收入突破 1800 万元。养殖周期短、

见效快、效益好的蚕桑产业正成为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茶叶成为富民大产业

在达仁镇，春茶采收是每年当地最为忙
碌的时节之一，集中连片的茶园漫山遍野，
极大地带动了茶农的收入，而茯茶加工厂的
引入，让茶农在夏季实现了“小绿叶”再次采
摘，茶园效益进一步提升。

紧扣陕西省千亿茶产业链建设要求，充
分利用“雨洗青山四季春”的宜茶环境和“高
山云雾出好茶”的独特地形，镇安县将茶叶
产业作为“五朵金花”之首来重点打造，充分
依托全县生态优势及康养旅游资源，大力实
施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旅互动的茶旅融
合战略，完善保障茶叶生态链，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旅游经济，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探索出了一条绿色的致富之路。

镇安县特产中心主任寇正平介绍：“近
几年每年政府投入乡村振兴茶叶产业专项
资金不低于 1000 万元，用于引导群众及脱
贫户、农村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发
展茶叶产业，以建设 10 万亩高质量全产业
链茶叶产业带为目标，将标准化茶园不断扩
大，产业链条越拉越长，综合效益越来越好，

‘小茶叶’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
随着资金政策的落地、茯茶工艺等技术

的更新，茶叶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开发及茶
旅融合的深度发展，镇安茶产业发展按下了
快进键。

今年 3 月，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由
镇安县茶叶产业协会申报的“镇安象园茶”
成功获得注册，成为商洛市首件茶叶类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达
仁、柴坪、木王、月河、青铜关 5 个镇 13 个村
茶叶基地，茶园总面积 11.75 万亩。镇安茶
业协会成立并吸纳会员 26 家，培育茶叶企
业 8 家、专业合作社 83 个、省级家庭农场 1
个。开发了绿茶、白茶、红茶 3 个品系 10 多

个品种，注册有“栗乡缘”“黄龙泉”“象园”
“栗乡美”等商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远销
日本、俄罗斯、韩国及东南亚等地。2023
年，茶叶产量达到 1280吨，产值 2.8亿元。

烤烟托起烟农“稳幸福”

盛夏时节，在米粮、大坪、庙沟等镇，集
中连片的烟田长势正旺，在高空中俯瞰，梯
田里碧绿的烟苗与青翠的山峰，共同勾勒
出一幅产业振兴的绿色画卷。这些“小绿
叶”不仅带动了群众增收，也为强县注入了
新动能。

镇安县将烤烟产业定位为乡村振兴的
托底稳定产业，坚守生态和发展两条线，连
续三年政府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1951 万元，
新建烤房 437 座，改造烤房 115 座，维修烤
房 750 座，修复产业路 103 公里；以烟草公

司为龙头，发展合作社 23 个，实行订单收
购，确保“种”与“收”无缝对接，通过整村联
动发展、烟苗智慧培育、烟田科学管理、烤烟
烘焙技术提升等，实现了烤烟产业产量提
升、品质提升、烟叶回收有保障的产销闭环，
烤烟产业成为当地企地联合发展的典范。

目前，全县发展烤烟 3.1 万亩，今年预
计产烟叶 7 万担，实现产值 9000 万元，财政
收入 1800 万元，带动 1600 多户 6000 多人
就业，“小绿叶”托起烟农“稳稳的幸福”。

依托全县生态资源及特色产业优势，通
过分产施策、完善产业生态链、引入新技术
新品种等措施，目前，镇安县茶叶产业规模
位居全市第三，蚕桑产业规模位居全市第
一、全省第二，烤烟产业规模位居全市第二、
全省第三，“小绿叶”产业群实现了生态资源
优势向经济价值转化，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镇 安 ：绿 叶 对 根 的 情 意
本报通讯员 陆 波

本报讯 （通讯员 冯 理）6 月 27 日，笔者从丹凤县
发改局了解到，丹凤县紧扣生态优先、绿色升级，积极抢抓
全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机遇，创新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推动形成“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的良性循环，集聚合力推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

丹凤县坚持高位推动，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作为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关键路径，成
立以县委书记为第一组长、县长为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将工作任务“项目化”，逐项分解落实到各责任单位，明
确完成时限，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

丹凤县坚持拓宽渠道，推动生态产品“金融化”。县上
与南京市机关物业管理中心积极沟通对接，南京市市级机
关大院智慧零碳会议中心建设即将落地丹凤，达成首笔碳
汇交易 15万元，实现两地在碳达峰碳中和中互惠共赢。县
农商银行积极开发“两山贷”金融产品，累计发放“两山贷”
11 户 15 笔 1.09 亿元。开展全县绿色项目、绿色企业摸底
统计，为 28 个入库项目和 8 家企业筹集资金 1200 多万元，
进一步助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强基固本，推动生态产业“多元化”，丹凤县立足生
态资源基础，以打造中国康养名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创建为抓手，持续发掘特色化、多样化的生态产业，大力发
展“菌药果畜酒”特色产业，丹凤葡萄酒产值突破 8 亿元，

“丹凤葡萄酒产业促进三产融合实现生态产品溢价”典型案
例入选全市首批创新典型案例，鱼岭抽水蓄能电站、华能农
光互补、国家储备林等项目加快实施，康养产业综合产值突
破 15亿元。

同时，县上坚持汇聚合力，推动生态建设“长效化”，
严格落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坚持快查快处、有奖
举报等制度，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持续多年稳定在 330 天以上；
全县完成营造林 5.06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50.22 平方公
里；实施绿色创建行动，深入开展“我在秦岭有棵树”桃树
认领活动，种植经济林苗木 3000 棵，目前已收入 2.3 万
元，溢价率达 200%。

丹凤创新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本报讯 （通讯员 何文忠 罗文涛）6 月 26 日，洛南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洛南县西北核桃物流园召开支持地
方核桃产业发展政银企座谈会。这是“十行千亿惠万企”活
动开展以来，今年召开的第 4场县级政银企座谈会，也是洛
南县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县域核桃产业发展，深化银企合
作、优化金融服务的具体举措。

“解决难题‘现场见’，融资撮合‘随时见’。”陕西长胜贸
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良满意地说，“联社与我们签订了

《支持地方核桃产业发展贷款授信合作意向书》，客户经理
上门服务，‘农担贷’手续方便，利率优惠，及时解决了公司
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难题。”

为进一步支持县域核桃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主动服务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洛南联社立足服务“三农”主责主业，
践行“四心银行”发展定位，持续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今
年已发放金融支持核桃产业贷款 200 多户、近 2 亿元，金融
服务已覆盖核桃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

洛南联社全面实施精准走访营销机制，班子成员走访
对接镇（街道）、部门负责人包抓网点、网点负责人和客户经
理走访对接村组，截至 6 月底，走访对接全县市场主体 700
多家，举办县镇村三级政银企座谈会、商圈营销会 90 多场
次，累计授信 1.5 亿多元，投放 1.32 亿元，解了一大批企业
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洛南联社将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扎
实推进“十行千亿惠万企”活动，为县域经济发展发挥更多
农信力量。

洛南持续开展“十行

千亿惠万企”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潘 杰）日前，陕西大西沟矿业
有限公司一焙烧菱铁矿悬浮磁化焙烧技术改造项目签
约仪式在柞水县小岭镇罗庄社区举行，项目计划投资 4
亿元，对原有生产线进行节能和环保技术改造，更新智
能化、自动化焙烧设备，建成后能够进一步促进大西沟
铁矿高效、绿色、低成本开发利用。据悉，这是小岭镇
2024 年招商引资签约的第三个项目。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项目建设是经济
发展的“牛鼻子”。今年以来，小岭镇持续深化“三个年”
活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快速掀起“外出抓招商、在家
抓项目”热潮，助推全镇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

柞水县聚焦产业发展机遇、产业发展动向、转移方
向，在西安等地设立招商小分队，动态掌握信息，用好领
导干部带头招商、链条招商、以商招商、商会招商等做
法，坚持“一链一策”“一事一议”，今年招引项目 3 个，招
商引资到位资金 4.43 亿元；突出主导产业补链强链延链
招商，做好产业链配套，围绕木耳产业、矿产品采选、尾
矿综合利用、新材料研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由初级加
工向中高端转型；紧盯苏陕协作，用好对口帮扶机遇，主
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通过以商招商方式，引进江苏南
京玛威尔琦服装有限公司，吸纳本地劳动力 100 多名就
近就业。

同时，柞水县紧盯营商环境招商，开展整治一批营
商环境突出问题、曝光一批营商环境负面案例、梳理一
批惠企政策清单、培训一批服务企业项目干部的“四个
一”专项整治行动，对重点项目推行“一站式、代办式、保
姆式”服务，打造“门槛低于周边、服务高于周边”的营商
高地，营造人人爱商、亲商、清商的发展环境。

小岭镇全力以赴抓项目

盛夏时节，商南县处处满目苍翠。在
广袤的农村，一条条整洁平坦的道路纵横
交错、四通八达。

为了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
来，商南县加快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
全力推进交通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建养并
重、安全畅通、环境优美、服务优良的农村
公路新格局。

县上加快推进交通项目，实施普通公
路建设项目 9 个，总投资 9.05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2.67 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 1.14
亿元；全长 26.4 公里的 345 国道陕豫界至
过风楼段改建项目，完成了三角池至过风
楼段 12 公里沥青路面摊铺，三角池至陕
豫界段路基正加快建设；赵川至白鲁础红

色旅游公路改建项目全长 40.31 公里，完
成路基挡墙建设 3.5 万立方米，建成涵洞
19 座，启动中桥 1 座、小桥 2 座建设；清腰
路Ⅱ期改建项目全长 15.49 公里，完成路
基拓宽 7 公里、涵洞 10 座、1 座小桥建设；
过风楼丹江大桥全长 337.84 延米，已完成
桥梁下部灌注桩基础、墩台、上部预应力
混凝土箱梁架设，正在进行桥面及附属设
施工程施工；农村公路生命安防工程 122
公里，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及评审，正在进
行招投标前期准备工作；桥梁配套项目 2
座 171 延米，已建成通车；危桥改造项目 3
座 68 延米，完成施工图设计，正在进行招
标；通村公路完善工程 18 条 46.95 公里，
已启动建设 ；通村公路联网工程 1 条 1.5

公里，正在进行招标。
商南县依托邮政快件处理中心、陕西

富瑞物流有限公司两家县级物流快递仓
配中心，形成了服务县域、辐射周边、衔接
城乡的物流节点，日平均处理邮件能力达
1.5 万件；在乡镇依托镇（街道）运输服务
站和邮政邮件分拣处理点，建设了镇（街
道）寄递物流接转场所，全县 10 个镇（街
道）邮政营业网点均已建成，其中 10 个镇

（街道）为邮政支局，日处理量在 3650 件
左右；在建制村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小
超市，建设镇村服务站点 128 个，其中镇
级 45 个、村级 83 个，县、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

商 南 县 因 地 制 宜 美 化 、绿 化 农 村 公

路 ，栽 植 塔 柏 3700 株 ，种 植 花 籽 500 公
斤，绿化种草 1.1 万平方米，补植补栽香樟
树 2800 棵 ，修 剪 绿 化 树 9150 棵 ，培 植 路
肩 1.58 万延米，道路绿化稳步提升；持续
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定期组织人员对全县
农村公路进行巡查清理，疏通边沟、清理
涵洞、清理塌方和零石等，路容路貌得到
全面改观；全面加快“美丽农村路”建设，
县交通与文旅等部门及镇（街道）沟通协
作，以共建、共享、共用的方式促进融合发
展 ，有 力 提 升 美 丽 农 村 路 建 设“ 内 涵 ”和

“外延”，目前，实施道路“白改黑”5 公里，
新建标准化公厕 1 座，修复观景亭 3 座、生
态停车场 1 处，“美丽农村路”建设成效显
著，道路通行品质全面提升。

商 南 ：道 路 对 心 的 诉 说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在有效科管和良好天气助力下在有效科管和良好天气助力下，，达仁镇村民正在茶园采茶达仁镇村民正在茶园采茶，，““小绿叶小绿叶””带动带动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