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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攀枝花市核桃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的综合调研，分析了核桃产业发展过程中主要做法与成效

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目前攀枝花核桃产业特色化发展定位和方向，并提出了核桃产业发展的具体对策与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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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是深受市场青睐、人们喜食的优良坚果、油
料树种，它既优化生态，又有很高的经济价值。2010
年，攀枝花市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核桃

产业发展的意见》，该意见对加快攀枝花市核桃种

植和开发，增加二半山区和高山区农民收入、改善人

民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攀枝花市核桃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1． 1 核桃产业发展概况

2013 年，攀 枝 花 市 核 桃 种 植 面 积 达 2. 31 万

hm2(
其中:仁和区 0. 26 万 hm2、米易县 1. 28 万 hm2、

盐边县 0. 77 万 hm2)，挂果面积 0. 80 万 hm2。产量

达 到 10 397. 5 t ( 其 中，仁 和 区 375 t，米 易 县

6 604. 5 t，盐 边 县 3 418 t)。核 桃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3. 45 亿元(仁和区2 296万元，米易县2 4000万元，盐

边县8 204万元)。全市农民从核桃产业中获得收益

达到9 679万元，农民人均增收 322 元。
全市核桃种植涉及 33 个乡镇。其中仁和啊喇

乡、务本乡，米易攀莲镇、草场乡、新山乡、麻陇乡、白
坡乡、普威镇和盐边县的惠民乡、渔门镇、红宝乡、国

图 1 攀枝花市近年核桃价格走势图

胜乡、共和乡等为核桃主产区(参见图 1 和表 1)。

表 1 2006 年 ～ 2013 年攀枝花市核桃面积产量产值统

计表

年度 种植面积(万 hm2) 产量( t) 产值(亿元)

2006 0． 53 6100 1． 09
2007 0． 58 5456 1． 09
2008 0． 57 5429 1． 19
2009 1． 02 6382 1． 53
2010 1． 37 6969 1． 81
2011 1． 55 7077 2． 04
2012 2． 04 8567 2． 43
2013 2． 31 11437 4． 01

1． 2 核桃产业发展过程中科技支撑服务情况

从 2007 年开始，攀枝花市科技部门开始重点扶

持核桃产业的发展，先后有市科知局、市林业局、市
民宗委、市人社局等部门利用各自平台，积极投入资

金，开展核桃产业发展的技术研究。市农林科学研

究院和市林业科技推广站先后进行了核桃品种收集

与综合评价、核桃优良品种收集园建设、核桃良种采

穗圃建设、核桃引进集成配套栽培技术示范园建设、
核桃低效林改造技术研究和核桃科研试验园、核桃

专家示范基地、核桃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建设等

工作。项目涉及十余个乡镇，试验示范园建设面积

30. 93 hm2。
在品种评价上，主要依据国家优质核桃评价标

准，开展系列调查评价工作。目前，全市范围内收集

核桃优良单株 18 株(其中新疆系列 12 株，本地品种

6 株)。同时，先后从云南、山东、四川引进核桃优良

品种 21 个，其中美国山核桃品种 3 个，建成核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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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源圃一个，面积 0. 27 hm2。在米易县建成了核

桃优良品种采穗圃示范园 0. 73 hm2，并开展核桃良

种采穗圃营建技术研究，完善了采穗圃建园标准;在

低效林改造方面，通过建设低效林试验示范林和专

家示范基地，集成创新，采取品种改良、修枝整形、肥
水管理等技术措施，改造成效显著，示范效果明显。
1． 3 核桃基地、采穗圃及品种情况

2011 年至 2013 年，全市共建设核桃基地 5 个

(米易县 3 个、盐边县 2 个)，面积 466. 66 hm2(米易

300 hm2、盐边 166. 66 hm2 )，累计投入资金 263 万

元。共建设核桃采穗圃 12 个，面积 30 hm2，累计投

入资金 125 万元。其中，米易县 10 个，面积 10 hm2，

主要穗条品种为 103、新疆 1 号、大优 1 号、普威 1
号;盐边县 1 个，面积 6. 67 hm2，主要穗条品种为云

新 303、新疆二代、三台核桃等;仁和区 1 个，面积

13. 33 hm2，主要穗条品种为大优 1 号、103 等。
根据市农林研究院对全市核桃品种的初步调

查，至 2013 年，全市核桃品种多达 60 余个，其中包

括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品种，超过 50% 的品种为

农户自发从全国各地引进(参见表 2 和表 3)。

表 2 攀枝花市 2011 年 ～ 2013 年核桃基地采穗圃建设情况统计表

编号 基地名称 所在县
面积

(hm2)
主栽品种 1 主栽品种 2 投入资金

(万元)
目前基地
苗木长势

1 柳溪村核桃示范基地 米易县 33． 33 103 5 良好

2 新山核桃示范基地 米易县 66． 67 103 10 良好

3 普威核桃示范基地 米易县 200 103 30 良好

4 核桃优质高产试范基地 盐边县 33． 33 去新 303 50 良好

5 盐边核桃示范基地 盐边县 133． 33 新疆二代 168 良好

合计 466． 66 263 良好

表 3 攀枝花市 2011 年 ～ 2013 年核桃采穗圃建设情况统计表

编号 采穗圃名称 所在县
面积

(hm2)
主栽品种 1 主栽品种 2 投入资金

(万元)
每年提供穗
条量(万枝)

1 仁和区添福核桃采穗圃 仁和区 13． 33 大优 1 号 50 20
2 邱正清采穗圃 米易县 1 103 1． 5 1． 5
3 邱正林采穗圃 米易县 1 103 1． 5 1． 5
4 赵红军采穗圃 米易县 1 103 1． 5 1． 5
5 向坤俊采穗圃 米易县 1 103 1． 5 1． 5
6 李福安采穗圃 米易县 1 103 普威 1 号 1． 5 1． 5
7 雷红平采穗圃 米易县 1 新疆 1 号 1． 5 1． 5
8 卢德发采穗圃 米易县 1 大优 1 号 1． 5 1． 5
9 雷德绍采穗圃 米易县 1 大优 1 号 1． 5 1． 5
10 雷朝阳采穗圃 米易县 1 普威 1 号 大优 1 号 1． 5 1． 5
11 孙登武采穗圃 米易县 1 普威 1 号 大优 1 号 1． 5 1． 5
12 盐边核桃良种采穗圃 盐边县 6． 67 云新 303 新疆二代 三台、盐边 2 号 60 10

合计 30 125 45

1． 4 原生核桃保护情况

根据调查，攀枝花核桃原生种质资源主要分布

在盐边、米易、仁和各个核桃主栽乡镇。但随着近年

来核桃市场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农户为了尽快获得

经济效益，纷纷将目光盯上了原生铁核桃树，采取高

接换优的方式，将铁核桃树改接为泡核桃品种。这

种方法使得当地的核桃原生种质资源数量急剧下

降，成片分布的原生铁核桃林难得一见。
1． 5 核桃销售方式

攀枝花市目前核桃销售渠道主要有 4 种方式。
一是外地商贩前往核桃主产乡镇坐地收购。这样的

收购方式对核桃品质要求较高，商贩无固定场所，根

据其喜好和自身对核桃品质的判定决定收购地点，

并且核桃价格相对较低;二是外地商贩委托核桃产

区农户代为收购，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这种方式既

节约了外地商贩坐地收购产生的成本，又能为本地

农户收购、销售核桃带来一定的收益;三是由农户以

零售的方式进行销售。
1． 6 核桃套种情况

目前，全市核桃林地间种或套种的主要作物有

烤烟、玉米、柴胡、当归、魔芋、土豆、黄豆、萝卜等。
其中间种面积最大的为烤烟，核桃树在幼苗期几乎

都与烤烟间种，少量间种玉米，在核桃树成林至郁闭

后，由于过于阴闭，无法种植喜光作物，农户才改为

套种柴胡、当归和魔芋等喜阴作物。
因核桃林下套种魔芋技术简单，易于农户掌握，

且投入低，效益高，市场稳定，魔芋套种规模目前发

展最为迅猛。仁和区啊喇乡官房村添福合作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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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以来开始在核桃林下套种魔芋，目前带动全

乡种植魔芋 66. 67 hm2，其主要分布在官房村。据

了解，核桃林下套种魔芋产量高，平均每 0. 067 hm2

年产 量 达2 000 kg，0. 067 hm2
产 值 高 达6 000 元。

2013 年开始，该合作社与企业联合，在官房村建了

一个年加工魔芋 700 t 的加工厂，以平均 3 元·kg －1

～ 3. 5 元·kg －1
的价格进行收购，将魔芋清洗、切

片、烘干后，干魔芋片的销售价格为 30 元·kg －1。
该合作社还计划进一步引进资金和技术，扩大

加工规模和精度，力争建设一个年加工魔芋 40 t 的

精粉厂。

2 攀枝花市助推核桃产业的主要做法及取

得的成效

2． 1 主要做法

(1)设置组织机构。攀枝花市核桃产业发展迅

猛的这几年间，核桃种植县区为了推动本地区核桃

产业的发展，纷纷成立了核桃产业办公室，主要挂靠

在林业或民宗部门，并由农牧、扶贫等相关涉农部门

组成成员单位，使核桃产业的管理有了组织机构。
(2)加大资金投入。2011 年至 2013 年间，全市

投入核桃产业建设资金4 409万元。其中，中央、省

财政资金4 256万元，地方资金 153 万元。随着核桃

产业的发展，面积的不断扩大，为了使产区群众能尽

快从核桃产业中获得收益，越来越多的部门将人力、
物力、财力向核桃产业倾斜，如林业、科技、民宗、人
社、扶贫等。

表 4 2011 年 ～ 2013 年核桃产业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全市合计 4 409 1 444 1 857 1 108
仁和区 393 50 150 193
米易县 1 882 544 838 500
盐边县 2 134 850 869 415

(3)加强培训指导。核桃产业快速快发展的近

五年间，其种植技术的培训指导基本依靠市农林院

以及市县林业、农牧等部门，其它部门在开展挂、包、
帮及其它帮扶工作时，也借助部门的技术力量对农

户开展核桃栽培技术的培训与指导。还邀请了中国

林科院、四川省林科院及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研究

员及其专家团队等实地开展核桃栽培技术培训。仅

市农林院核桃创新团队开展的核桃栽培技术示范培

训就涉及全市 19 个乡镇，参训农户6 000余人次，并

发放了技术资料和手册10 000余份。
(4)建立专业合作。从 2009 年开始，攀枝花市

各县区、乡镇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采取大户牵头、
自愿组合、滚动发展的方式，组建核桃专业合作社或

核桃协会。目前，全市有核桃加工企业一个、县级核

桃协会一个、核桃相关专业合作社十余个。核桃协

会和专业合作社除开展技术示范培训外，还组织人

员在本市乃至市外、省外开展观摩考察和嫁接技术

能手的劳务输出。
2． 2 取得的成效

从 2006 年开始，攀枝花核桃( 鲜果) 价格从 12
元·kg －1，逐年上升到 2013 年的 20 元·kg －1，市场

需求量大，优质核桃仍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每

个县区都有种植核桃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农户，万

元以 上 的 更 是 数 不 胜 数。核 桃 最 高 单 株 产 值 达

5 000元以上。

3 攀枝花市核桃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3． 1 规模及产量不具竞争优势

攀枝花现在发展的核桃面积 2. 31 万 hm2，进入

挂果期有 0. 80 万 hm2，产量达10 397． 5 t，面积和产

量逐年增加。但与相邻的市、县等地比校，其规模和

产量均不具有竞争优势(2013 年，四川省省凉山州

核桃种植面积达 20 万 hm2，其中盐源县种植面积

2. 7 万 hm2、产 量14 330 t，宁 南 种 植 面 积 2. 33 万

hm2、产量11 200 t;云南省大姚县 2013 年全县核桃

种植面积已达 7. 07 万 hm2 )。同时，攀枝花的核桃

产业是借助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政策发展起来的，

大多实行一家一户经营管理模式，真正成规模的大

户所占比例很低。除米易南厂和仙山有一定规模的

种植基地外，多数呈小块、零星分布。由于每户栽植

面积小，前期没有经济效益，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管理

投入，不少农户栽植后管理粗放，任其生长，有的还

在核桃幼苗期间种了玉米、烤烟等高杆作物，导致核

桃幼树树势衰弱，病虫害发生频繁，结果树产量低，

品质差。
3． 2 品种杂乱无特色

从实地调查统计，攀枝花核桃除本地泡核桃外，

几年间先后从云南、新疆等地引种了新疆 1 号、大优

1 号、103、三台、漾濞等核桃品种达 32 种，加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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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候和人为选择等影响，全市核桃品种约 60 个。
核桃品种多种多样，在结果时间、结实能力、果实大

小及品质风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既有品质优

良、早实或具备特殊性状的优良类型，如嫁接后 2 a
～ 3 a 就开始挂果且产量高而稳定的早实品种、仁和

区啊喇乡官房村的带特殊玫瑰香型的核桃品种、盐
边择木龙的粉仁核桃、盐边惠民和米易仙山及普威

的紫仁核桃、有壳薄如纸一捏即开的纸皮核桃等;也

有多年不结果的或结果量较差、极不稳定的、果仁不

饱满的、风味苦涩的核桃品种等。种类繁多，品质良

莠不齐。
3． 3 原生核桃资源保护不力

通过实地调查，全市树龄上百年的古核桃树有

20 余株，这些古树从果实品质上分既有泡核桃，也

有铁核桃;从果实大小看，既有大果型，也有小型果;

从种仁色上分，既有紫仁的，也有白仁的。调查发

现，虽然米易县、盐边县还有成片的原生野核桃林，

但这些古树有的被砍伐高接，有的被雷击火烧，有的

受病虫危害，长势不容乐观。原生野核桃树无人管

护，并随时面临当地村民砍伐、嫁接的危险。例如，

去年 103 结果好，大家嫁接 103;今年大优 1 号核桃

好卖，村民就将当地的原生核桃改造为大优 1 号。
这样的方式使得本地的原生核桃基因库面临被毁灭

的威胁。
3． 4 核桃产业科研投入力度弱

近几年，全市林业、科技、民宗、扶贫、科研院所

等部门利用各自优势相继介入了核桃科研和技术培

训，由于投入经费极少，面积大，涉及农户多，技术人

员少，培训资源严重不足。
3． 5 地方性核桃良种缺乏

目前，除盐边县确定了 3 个核桃推广品种外，全

市还没筛选出代表本地特色的优良核桃品种，虽然

盐边县确定了推广品种，但也没有按照国家的有关

要求，完成品种的审( 认) 定，使得该推广品种无法

形成品牌效应。如盐边国胜乡引种的新疆 1 号，嫁

接的苗木 3 a 后结果，因不适生，果仁均不饱满，不

能出售，给种植户造成了损失。
3． 6 种子园采穗圃跟不上发展需要

据初步调查，全市目前尚未建立核桃优良品种

的种子园，也没有筛选出核桃优良种质优树，更没有

本土核桃良种。现有核桃幼林 80% 为实生苗，后期

嫁接改造工程巨大，当前急切需要大量的优质穗条，

穗条数量和品质直接影响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农户的

收入。全市采穗圃总共有 30 hm2，多数为零星农户

自行繁殖。其中，米易县 10 hm2，盐边县 6. 67 hm2，

仁和区 13. 33 hm2。
3． 7 基础设施欠缺

全市核桃产区主要分布在海拔1 600 m 至2 200
m 的高山地区，这些区域位置偏僻、山高坡陡、道路

崎岖、林水不配套，道路、引水等基础设施欠缺。核

桃的采收期一般在 7 月 ～ 9 月，正是当地雨季，容易

导致塌方，造成道路不通，核桃不能及时外运，农户

被迫降价出售，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入。
3． 8 栽培管理粗放

全市核桃种植除米易仙山的核桃基地管理较标

准外，其余基本属于粗放管理，放任生长。核桃种植

户缺乏现代科学的管理理念，多数只知道嫁接改良，

不知道砧木的重要性，还对修枝整形、病虫害防治、
灌溉施肥等田间管理技术一窍不通，种植地也没有

科学配置优良品系的授粉树。另外，在进行核桃幼

树间种时，由于农户过于追求单位面积效益，忽视核

桃树幼树期生长对光、肥的需要，选择间种烤烟和玉

米这类高秆作物，对核桃幼树生长影响较大，尤其容

易引发核桃树白粉病，导致核桃幼树期生长不良，推

迟嫁接时间。对套种柴胡、当归和魔芋等中药材类

作物的效益进行分析后发现，套种柴胡、当归这两种

中药材，其劳动投入远远高于种植魔芋，经济效益也

没有种植魔芋高。但种植魔芋不仅需要轮作，在种植

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而全军覆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3． 9 投入严重不足

全市目前核桃发展面积 2. 31 万 hm2，累计投入

的经费近5 000万元，并且对核桃的投入主要靠国

家、省财政资金补助和农民投工投劳，每 0. 067 hm2

投入在 100 元 ～ 200 元。要实现优质高产栽培，每

0. 067 hm2
投入应达到2 000元 ～ 3 000元，投入资金

与发展面积相比，资金严重不足。
3． 10 技术培训滞后

2013 年全市核桃种植的乡镇达 33 个、涉及种

植户 10 多万户。林业、民宗、科技等部门的统计数

据显示，3 年来全市累计参与培训的种植户只有

2. 31 万人次。由于资金缺乏，技术培训跟不上，长

期以来缺乏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懂核桃生产的专

家和技术能手，制约了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2012
年，米易县民宗局扶持农户种植 333. 33 hm2

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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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技术培训和指导，农户种植的核桃苗成活

率极低。

4 攀枝花市未来核桃产业发展对策与措施

4． 1 明确发展定位与方向，使核桃产业发展特色化

受传统饮食文化和储存条件影响，当前我国核

桃及攀枝花市周边核桃产地均以核桃干食和油用为

主，能品尝到鲜食核桃的主要是产地食客。而本地

有几个核桃品种因上市早、鲜货品质优、鲜食口感

好、味道佳而享誉省内外。近几年，核桃总产量的

85% ～90%都以鲜果形式对外销售。攀枝花核桃产

业发展还在起步阶段，挂果面积只占种植面积的三

分之一。在产量及规模与周边地区不具竞争优势的

情况下，根据攀枝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而

形成的核桃上市早、核桃仁鲜食香甜可口味美的特

点，即定位“鲜食核桃”，发展“早市核桃”。

图 2 攀枝花核桃鲜果干果销售比例示意图

攀枝花市核桃定位发展“鲜食核桃”的优势:一

是价格高、上市早。受特殊气候影响，攀枝花核桃上

市时间平均早于外地半月以上。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核桃鲜果平均收购价为 20 元·kg －1，而干

果的价也就在 35 元 ～ 40 元间，1 kg 鲜果晒成干果

约 0. 5 kg，鲜果与干果相比，经济效益相当，并且减

少了晾晒工序和储藏损耗，农民能尽快变现而降低

风险。二是品质优、口感好。从市场反响和市民反

映，攀枝花的核桃鲜食清脆味美、香甜可口，食用鲜

果比食用干果风味更佳，内果皮容易剥离，果仁没有

苦涩味道;三是市场认可度高、销售好。近几年，攀

枝花的核桃多数还在青果期就被外地客商订购，采

摘下的鲜果有 90% 及时外销，还有 5% 由当地市民

预购。四是挂果面积小、损失少。2013 年，全市核

桃种植面积达 2. 31 万 hm2，但进入挂果期的只有

0. 80 万 hm2，新栽植的还有近 0. 67 万 hm2
未嫁接。

若先期将未挂果和未嫁接的苗木嫁接为选定的核桃

品种，后期形成规模后再陆续改造已挂果的品种，林

农的损失相对较少。五是易推广、风险小。

4． 2 树立品牌意识，形成攀枝花核桃品牌化

“品牌”是产业发展的灵魂，品牌优势就是市场

优势、价格优势。市农林科学院等部门应在前期对

核桃品种筛选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展辅

助育种，尽快对表现优良的核桃品种开展区域试验，

按照省级林木品种审定要求，开展相应研究工作，及

时申报省级林木良种认定或审定，形成具有地方特

色品牌良种，加以推广应用。
4． 3 加大科技研发，提高核桃产业科技化

核桃产业大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市科

知局、市林业局要加大科研投入，制定攀枝花市《核

桃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技术规范》和《核桃良种采穗

圃建设技术规范》;市农林科学院和各级农口技术

推广部门要加强核桃丰产、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等

研究工作，集中科技力量，主攻鲜食核桃品种的筛

选、培育、高产、稳产技术研究，开发培育特殊新奇核

桃品种。要总结形成《核桃丰产管理技术》、《核桃

园地套种技术指导书》、《核桃病虫害综合防治技

术》等资料，用于指导林农管理核桃。要分层次建

立市、县、乡、村四级技术培训和服务网络，将工作重

点放在乡镇一级，加强对核桃种植户的技术培训，提

高核桃产业科技含量。
4． 4 划定种质资源保护地，推进核桃品种优质化

核桃种质资源地是核桃的“品种库”，更是核桃

“基因库”。从原始地名来看，盐边国胜的核桃箐、
米易麻陇的核桃沟，均说明攀枝花原生核桃历史悠

久、数量众多。但现实情况却名不符实，许多原生核

桃被改造，甚至砍伐。调查发现，盐边渔门镇团结村

小箐沟个小形圆的珍珠泡核桃、一果双核核桃及二

坪子个大形美的原生铁核桃、择木龙的粉仁核桃，还

有永兴镇果园村的三棱、四棱铁核桃，米易麻陇云峰

的老板铁核桃、草场仙山的葫芦核桃等新奇特的核

桃品种，这些都将会成为攀枝花未来核桃产业开发

旅游产品、特色工艺产品的又一卖点。要使核桃产

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首先由市农林科学院与县区

林业部门尽快开展核桃优质种源资源专题调查，摸

清家底，建立档案。其次，由政府出台文件，划定种

质资源保护地，严禁当地村民改造、破坏，确保核桃

品种优质化。在古核桃树保护方面，县、区要对区域

内上百年的古核桃树进行登记挂牌，并按照《攀枝

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规定，落实管护责

任人和管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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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建立优质采穗圃种子园，实现核桃推广高效化

目前，全市有近 0. 67 万 hm2
的核桃将陆续进入

嫁接期，后期还将新发展 0. 67 万 hm2，对种苗和穗

条需求量巨大。核桃产业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苗

木和接穗问题，要坚持本地就近育苗为主的原则，通

过严把种源质量关，确保核桃造林质量和后期经济

效益。
4． 6 建立核桃栽培示范园，推行栽培管理标准化

核桃发展方向确定后，县( 区) 要建立核桃栽培

示范园，坚持典型引路的方法，在米易县、盐边县、仁
和区范围内选择一批种植水平高、科技意识强、群众

积极性高的村、组进行重点扶持，高起点、高标准地

培植一批核桃生产专业户、专业组、专业村，认真抓

好以灌水施肥、幼树抚育、低效林改造、防虫治病、间
种套种、成熟采摘为主要内容的核桃集约化生产经

营管理措施的落实，以样板示范带动核桃生产整体

水平的提高。建立完善核桃生产技术推广运用服务

体系，探索技术服务的新机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

总结完善核桃生产经营管理技术方案，形成攀枝花

市《核桃种植技术标准》和《核桃集约化经营技术标

准》，督促帮助农民正确使用先进的核桃生产技术，

使农民真正从科技中得到实惠，推行栽培管理标准

化。

4． 7 推广林下种养殖业，提高土地利用率

大力扶持林农在核桃林下、林间进行种养殖业

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以短养长。推广技术较为成熟

的林下套种魔芋、中药材，探索研究套种药用和油用

牡丹、开发林下食用菌种植技术等，鼓励在林下养殖

生态鸡鸭鹅等禽类，推广林下种养殖业，提高土地综

合利用率。
4． 8 培养核桃产业龙头企业，推动核桃产业化

利用已建立起的核桃企业、协会、合作社，通过

大户牵头、自愿组合、滚动发展的方式，分县区组建

核桃专业协会，以协会为平台建立网络组织，提供咨

询和服务，组织经常性的技术培训、申请品牌保护、
地理标志保护以及开展营销活动等，形成通畅的技

术培训和核桃销售渠道。一是通过土地流转，鼓励

大户承包，实现规模化发展;二是采取专业合作社模

式，分户种植，集体经营。使核桃实现规模化发展和

集约化经营。在抓好核桃产业基地建设的同时，通

过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手段，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带动能

力强的龙头企业，发展核桃鲜食产品、开发核桃旅游

产品和发展林下种养殖业，不断延伸核桃生产的产

业链条，逐步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推动核桃

产业化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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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四是大力发展设施栽培和自动

化生产。五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完备高效。六是交

易市场及其服务体系配套完善。
展望 21 世纪，台湾森林资源保护与经营发展只

要继续采取务实的生态经营策略，建立确保生态健

全的自然保育系统，促进碳吸存与生物多样性的人

工林经营，结合保育与教育的森林生态旅游，大力发

展城市森林和社区林业，促进花卉产业高效发展，必

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取得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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