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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北丘区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
———以营山县为例

楚镒铭
（营山县林业局，四川 营山　６３７７００）

摘　要：核桃作为重要木本油料树种，对助农增收具有重要作用。营山县作为川东北盆地丘陵农业大县，将核桃产
业化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之一，优势明显，问题也突出。通过多年观察总结，营山县在发展核桃产业方面存

在品种混杂、栽植不规范、管理粗放、规模化水平低、配套基础建设落后等问题，导致核桃产量低、品质差、不能形成

商品竞争力。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核桃需狠抓良种化栽培，采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强化科技支撑，培养壮大龙头企业，引领大产业促大发展。本文建议，营山核桃产业发展应立足本土品

种，适当驯化外来品种，循序渐进，搞好示范建设工程，适度控制发展规模。

关键词：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对策；营山

中图分类号：Ｓ６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４２－０４

　　核桃富含脂肪及蛋白质，是高热能营养食品和
无胆固醇的绿色保健食品，具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被称为“木本油料”和“铁杆庄稼”，是山区林业发展

的重要经济树种。营山县将核桃产业作为山区林业

经济发展助农增收的支柱产业，以实现农民增收和

生态增效。分析营山县核桃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增强农民发展信心增加收入

和壮大地方林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１　基本情况

营山县地处四川盆地偏东北地带，地理坐标为

东经１０６°２５′４５″～１０６°５８′１０″，北纬３０°５４′３６″～３１°
２４′２５″，位于嘉陵江和渠江流域之间。营山县以低
山丘陵为主，最高海拔８８９ｍ，最低海拔２５４．７ｍ。
营山县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１８５℃，极端最高温３７６℃，极端最低温０６℃，日
照时数１３２２ｈ，≥１０℃的积温５７２１℃，全县稳定通
过１０℃的平均天数为２５９ｄ（３月～１１月２５日），年
际变化小，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常年无

霜期３０７ｄ。营山气候条件总体偏湿热，日照相对偏
少，基本能够满足核桃生物生态学特性及核桃生长

的需要。

营山县地处长江中上游地区，县境内为中小河

流，流域面积为１５５６２３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９５．
３％，自然水资源丰富。全县现有大小水库６８座，其
中中型水库１座（幸福水库，有效库容２５７０万 ｍ３）
主要供县城饮用水，小（一）型水库６座，小（二）型
水库 ６１座，总库容１１２９８７２万 ｍ３，有效灌面积
１０２万ｈｍ２，可利用水资源较丰富，为核桃产业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２　营山县核桃产业发展状况

２．１　种植历史及现状
营山县栽培核桃历史悠久。据２０１６年最新调

查统计，全县现有核桃总面积达４４６６６７ｈｍ２，核桃
总株树１５０８万株，其中已挂果的核桃面积 ３０００
ｈｍ２；未挂果的成片核桃面积３６００ｈｍ２，而近５年新
发展的核桃基地面积近２０００ｈｍ２，全县核桃常年总
产量约 １０００ｔ，产值约 ２０００万元，全县已初步形成
核桃产业化发展雏形。但营山县核桃产业呈现大范

围小规模发展，碎片式生产，大力投资核桃产业的实

力型农林企业或合作组织少，单打独斗“小户型”发

展较多，能够称得上规模化生产的仅山润核桃专业

种植合作社一家较大的企业投资发展核桃产业；另



外有６０多家核桃种植业主大户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先后
租赁土地小规模发展核桃种植，处于示范阶段，小片

栽植，效益低。

２．２　生产环境
由于返乡民工创业发展核桃产业化建设项目的

积极性不断高涨，营山县委、县政府己将核桃产业作

为县域经济发展４大支柱产业之一，整合资金、整合
项目将核桃产业与扶贫开发助农致富相结合，把核

桃产业作为农民增收的长效产业，促进核桃产量增

加，产品升值，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拓宽销售渠道。

２．３　群众基础
本地有种植核桃习惯，有食用核桃及其产品习

惯。２０年以上的散生核桃有１９５万株，主要为晚
食性品种，乡土品种，没有可查档案资料确定当时种

植的是什么品种，树形高大，口感好，群众乐意发展；

但产量高低差异明显、品质优劣参差不齐。随着近

几年来核桃价格的不断攀升，农民种植核桃的积极

性高涨，较多自觉种植核桃的大户或专业合作社，全

县核桃产业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多以鲁光、香玲、辽

核系列为主，矮化密植，早实早产但不丰产，一些新

品种在营山的表现与原产地相差太远，要么长势过

旺，树形培养难度极大，如云南系列较突出，要么抗

逆性极差，如一些北方品种，产量不到 ４５０ｋｇ·
ｈｍ－２，而且品质较差。

３　营山县核桃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３．１　品种混杂，缺乏适宜品种
品种问题是核桃生产最严重的问题［１］，其次是

核桃园规划设计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核桃园的

前途和效益。而营山县核桃良种使用率不足２０％，
园区规划设计不合理。

一是农民或业主自主发展，将自认为优良的直

播种植，大量实生苗木导致品种分化严重。由于长

期沿用种子繁育，形成了遗传上多样性，性状分离现

象严重，品质良莠不齐，优良品种少，品质差异大；多

数结果偏迟，单株产量悬殊较大，达不到速丰高产稳

产优质目标。二是市场监管不力导致大量实生苗木

混入市场，以次充好。三是未经严格筛选品种，违背

适地适树适品种适种源原则。盲目引进外地品种居

多，仅凭广告购苗种植，引种无试验，品种混杂，家系

不清。四是不少个体育苗户苗圃管理不规范，监管

不力，导致苗木质量低、品质无保障。全县不挂果或

挂果极差的低产低效林占总面积８０％左右，这些方
面制约了营山县核桃规模化发展。

３．２　栽植和管理较粗放，导致产量低、品质差
栽植方法落后。一般都是等苗木到后才边下车

边打窝边定植，不施基肥，不浇定根水，而且定植穴

仅２０ｃｍ～３０ｃｍ大，１５ｃｍ左右深，填土敷衍不踏
实，根系与土壤接触不紧密，没及时栽植的苗木没进

行假植等技术处理，成活率低，后期长势弱。栽植密

度照搬北方密植丰产技术，不分品种、土壤情况一个

模式，密度（３ｍ～４ｍ×３ｍ～４ｍ）过大。栽植时间
不是最适当时间，营山一般是冬干春旱夏伏旱秋多

雨，而传统方式是春季大规模栽植，任其自然生长，

缺株较多。苗木选择市场购买，多以嫁接苗为主，理

论上可以快速投产，但实际操作上发现购买的苗木

质量无法保证，或者品种不适宜，优良品种的优良特

性无法体现。

另外一方面是管理粗放，重栽不重管，重取不重

予，不投入精力、财力、物力抚育管护。栽植后就任

其自然生长，不除草不施肥，不防治病虫害，导致病

虫害严重，落果严重，导致产量低，品质差。三是采

收不适时，随意性大，提前或延后采果，导致果实品

质较差。

３．３　缺乏龙头企业带动，规模化水平低
一方面龙头企业数量少，能够引领地方产业发

展的龙头企业几乎没有；另方面现有企业实力薄弱，

一般都是先投入２０万元左右建一个 ５０ｈｍ２的园
子，资金断链、技术缺乏、观念陈旧、高成本低产出运

行，无法继续纵深发展；三是培育龙头企业力度有

限，没有形成配套发展的激励机制，关键是没有促进

技术上的更新，后续跟进发展者甚微。每年县上仅

仅拿出５万元左右奖励一些形象较好的产业园，没
有起到鼓励发展产业作用，现有核桃产业企业数量

少，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市场竞争力弱，科技含量

低、经营水平低，没有形成品牌，没有示范效果，没有

带动力；四是没有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业主和原

土地承包户收益不稳定，存在收益不确定因素，双方

利益共生不共享，严重制约进一步发展。目前产业

发展用地主要由业主租赁，农民得租金，参加简单的

劳动得工资。这种业主为主农民配合的模式存在双

亏不赢现象：一方面业主投入大量土地租金导致资

金运转效率降低，成本加大，容易发生资金断链，增

大投资者风险；另方面农民没有真正融入产业发展，

仅仅获得租金（一般就是一年１８０００元·ｈｍ－２）及
就业所得收益（年收入５０００元左右）较少，农民的主
动性没有调动起来。这样形成了业主大包大揽、农

民参与吃大锅饭现象，两者优势南辕北辙而没形成

整体，没形成互补，阻碍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增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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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风险，消减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降低双

方可以得到的利益。

３．４　配套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差
全县成片发展核桃面积有近４０００ｈｍ２，园区内

生产通道不足５０００ｍ２，排灌沟渠仅１５ｋｍ，小微水
池９５口蓄水量１８０００ｍ３；全县有丰富的水资源，但
原有沟渠多已经废弃，现有设施仅能满足所需量的

２０％。较为成片发展的地方基础建设差，交通落后，
没有合理规划生产便道，没有配套的排灌系统，抗灾

害能力差，运输成本较高。生产资料运入及果实运

出，以及机械化操作等均不方便；抗旱、施肥、防治病

虫害等条件不具备，制约了标准化生产。

３．５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连续性差
一是认识不到位，习惯于传统农业思维方式，对

农民持续增收的路子不清；凭感觉认为大力发展核

桃产业会导致产量过剩，对开发市场和延伸核桃产

业链等环节重视不够。二是政府出台补贴政策落实

不到位，整合资金打捆发展产业落实不够，没给业主

或企业投资注入积极的信心。三是政策执行力度不

够，时松时紧，错过发展时机或延误时机。四是县上

出台的优惠政策缺乏稳定性，影响林农发展核桃产

业的积极性。

３．６　缺乏专业人才，科技支撑力度不足
营山目前林业科技推广站４个编制，仅有两人

为林业专业毕业，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没有稳定的

技术推广人员。全县具备林业技术职称不足４０人，
而具备林业或相关知识能力的不足１０人，能够专门
从事林业科技推广的技术人员仅有林业科技推广站

两名，其他挂名林业工程技术职称的大部分都没专

门从事林业科技推广工作，甚至干的是与林业毫不

相关的工作。营山县缺乏真正有示范作用的科技示

范园，没有投入核桃产业发展方面的科研经费，科技

投入严重不足，没有专业的科技推广人员和机构，对

一线生产指导少、科技扶持少。尽管营山县的林业

科技工作者，开展了许多科技服务和支撑工作，取得

了不少成果，但在核桃良种选育，集约化、无公害丰

产栽培，园地生态增效，果实采后处理，品质评价，标

准研制，综合加工利用等方面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工作。

３．７　加工滞后，效益低
国内核桃大多处于各家各户分散经营和销售干

果初级产品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经营合作组织。

在核桃的集中产区，由于保鲜贮藏技术和设施滞后，

难以建成一批有规模、上档次的核桃加工企业［２］。

营山县现有核桃主要以鲜、干果销售为主。由于果

实质量较差，处理设备简陋，没有商品形象，没有形

成产品品牌，价格打折，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目前，

全县缺乏完整的核桃贮运、加工和营销体系。核桃

加工的严重滞后制约了全县核桃种植附加值的提

升，影响了农民参与积极性，更限制了核桃产业健康

发展。

４　核桃产业发展对策

４．１　狠抓种苗繁育环节，加速良种化栽培发展
一是确定适栽品种，建立适当规模采穗圃，建设

良种繁育基地，加强良种育苗工作；二是划定引种区

域，不超范围用种用苗，确保品种纯真；三是查清本

区域内核桃资源，选择优良单株对比试验，通过区域

试验，培育发展本地优良品种；四是加强育苗各个环

节的监管，加强本地苗木市场监管，提高苗木纯度和

质量，从而为高产稳产速丰优质打好基础。在立足

本土品种基础上，适当驯化外来品种。

４．２　采用经济可行的培育方式
采用本地核桃优良种子育苗，先建实生苗基地，

用实生苗建园区，有利于苗木本土化，增强苗木适生

能力。密度合理化，根据土壤、品种决定具体地块密

度，保证成林后树与树之间有足够的通风透光空间，

间距应该保持树高３～５倍，也有利于林下种植。栽
植方式以提前一个季节大穴整地、施足基肥为前提，

按照科学方式定植苗木，加强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

治。选择品种以苗木来源充足、川内发展较成熟的

品种为主，如云新、川早、清香等，逐步培养乡土优良

品种。针对区域气候特点，在树体长势上实行幼树

促长，成年树控制；在技术环节上实行春夏重防病

虫、秋季重施采果肥和修剪；在管理措施上围绕雌花

芽分化和果实发育而展开［３］。

４．３　采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抓龙头企业建设，鼓励多种形式发展核桃产业，

推进林地产权制度改革，放活生产经营机制。一是

鼓励和引导优秀企业进入本地发展核桃产业，从资

金、技术、用地等方面给予优惠条件，在项目配套上

给予核桃产业企业优先考虑，政府要有让企业发展

不亏、生产出合格产品就能盈利的观念，以建立３００
ｈｍ２示范园为突破口。二是鼓励本地农民联合发展
产业，给予资金补贴加重，技术培训优先，项目建设

加快，政策指导到位，帮助提高抗风险能力，发展小

型奔康产业园为抓手。三是建立联合核桃协会，制

定协会规程，统一技术要求，统一品种选择标准，统

一生产计划，统一管理模式。

４４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４．４　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将核桃产业发展确定为农业发展范畴，不是传

统上干果称谓，而是粮油产业发展。整合涉农项目

资金打捆发展产业道路、小微水利，主干道贯穿园

区，生产便道合理区划，每１０ｈｍ２配套一口蓄水池。
打破资金分散各自部门各自发展的传统模式，实行

统筹规划国土、水利、扶贫、农业等项目，统筹发展。

配套发展大产业示范园区的道路、水池、沟渠等基础

设施，为核桃产业发展创造低成本、高效运转的舒适

环境。

４．５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严格按程序执行县上出台的优惠政策，确

保政策落实到位，资金补助兑现到位，打捆项目聚力

发展，对园区道路及排灌系统建设，整合项目打捆发

展高产示范基地，打造高标准高规格高产出的核桃

示范园。一方面配套发展公益性基础建设，另方面

加大实施主体的补贴力度，鼓励规模化建园区，做到

建一片能带动一片，建一片见效一片。对实施主体

缺什么就补什么，包括搭建融资平台、提供技术服务

等，用３ａ～５ａ时间培育一批有影响有带动力的龙
头企业。

二是加快林权制度改革，在明晰林权、林农自愿

和明确利益分配基础上，推行林地承包权、经营权及

林木所有权分离方式［３］，科学引导林农以家庭联合

经营、委托经营、合作林场、股份制林场等形式，推进

林地流转，解决规模化发展问题。通过多种形式建

设，兼顾各方利益，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新型的林业

合作经济组织及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企业等多种

形式新型经营主体，独资企业与合资合作化共存，形

成多种形式共存的经营机制。解决利益分配问题，

突出主体担责，共享共担。

４．６　强化科技支撑
一是与科研院校或其他有经验有技术企业合

作，引进先进的新技术直接用于生产实践，每年举办

１～２次联谊会议，包括技术培训、设备设施简介及
引进等内容；二是培养本地实用型技术人才，建立本

地人才库，争取每６６６７ｈｍ２有一个技术熟练的技
术员，负责片区技术指导和生产规划，每１３３３ｈｍ２

有一个常年技术操作能手；三是建设高标准示范基

地，抓好适当投入有高收益的基地建设，每１０ｋｍ建
设一个１３３３ｈｍ２左右的高产示范园；四是建立核
桃产业协会，负责产业园区规划、生产技术指导、科

技研发、市场开发、产品包装、品牌创建及核桃文化

培育等，形成核桃产业链，实现集团化运作，增强抗

风险能力。一切目的就是解决生产专业化发展问

题，突出良种、良法。

现有大量低产低效核桃林，严重挫伤老百姓生

产积极性，所以首先从低产林改造建立标准示范基

地做起，使当地核桃快速见效，让老百姓尝到产业建

设成果甜头，用事实让老百姓看到核桃产业发展的

希望，增强老百姓做大做强核桃产业的信心，打消业

主投资发展风险太大的顾虑，从而解决科技示范效

果问题。

４．７　延长产业链，引进核桃加工企业
加大政策扶持，培育有引领性龙头企业。对于

有资金、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经营主体，实行特

企特办方式，重点扶持，鼓励发展核桃深加工企业，

创造品牌产业，研究销售环节，培育发展核桃产业文

化，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核桃效益，助力发展壮

大，形成区域性龙头企业，带动区域内大产业促进大

发展。解决基础建设问题，突出环境优良，适宜孵

化。以四川省核桃联盟为平台，招引或联合省内其

它有经验企业入驻营山发展核桃产业，鼓励入驻农

业产业园区发展核桃深加工和核桃商品、品牌化研

发工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核桃

产业链。

５　结论

营山县处于秦巴山区尾部，丘区为主，多为紫色

土，中性偏碱为主，夏季高温高湿；根据四川核桃栽

培适宜性区划研究［４］，营山县为核桃一般栽培区。

近年来核桃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但存在增面积不增

收的风险。盲目引进品种导致表现不良，政策支持

力度大但缺乏持续性，影响进一步发展，综合营山县

自然条件、核桃产业发展历史、老百姓认可程度，营

山县核桃产业发展应立足本土品种，适当驯化外来

品种，循序渐进，搞好示范建设工程，适度控制发展

规模，加强科技队伍建设，推广无公害化、工厂式流

水线生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走生产高端

化、销售快速化、消费放心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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