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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振兴红枣产业，事关全县脱贫攻坚

大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枣曾经是临县

人民脱贫致富的支柱性产业。然而，进入二十一

世纪，由于红枣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红枣几

乎每年不同程度摆脱不了“增产不增收、增收不

增效”雨裂浆烂的现状。对此，县委、县政府审时

度势、高度重视，于 2012年 6月成立了临县红枣

产业局，按照“东山核桃、西山枣”的产业布局，提

出了“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管理、产业化发展”的

工作思路。县政府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红枣产

业发展领导组，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为红枣经济

林提质增效实施主体，党委书记乡镇长是第一责

任人，全面负责红枣经济林提质增效。在省、市、

县各级政府领导的全力支持和资金倾斜下，制定

出台了《临县“十三五”红枣产业发展规划》，按照

“四坚持、四原则”去执行。即坚持因地制宜，适

地适树的原则；坚持科技创新，示范带动的原则；

坚持精准规划，精准扶贫的原则；坚持统一领导，

层层管理的原则。每年既抓提质增效标准化管

理工作，又抓提质增效品种改良工作。

实施提质增效工程。近两年来，在八堡、克

虎、曲峪、丛罗峪、碛口、林家坪、三交、刘家会、安

家庄、石白头、兔坂、雷家碛等 12 个红枣主产区

乡镇共完成红枣经济林提质增效 26 万亩，其中

2018年完成综合管理 18万亩，品种改良 2万亩；

2019 年完成综合管理 5.5 万亩，品种改良 0.5 万

亩。提质增效综合管理主要进行了枣树的涂白、

施肥、修剪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品种改良主要

嫁接了以“临黄一号”为主的枣树优良品种；有力

地带动贫困户 23201 户，贫困人口 32560 人脱贫

致富。

加强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抓住中国科协

对口帮扶临县机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牵头，中

国林学会、中国枣研究中心、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参与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主要从事红枣等经

济林项目成果转化研究。立足临县红枣产业需

求，依托国家枣种植资源圃、山西省果树重点实

验室、山西省红枣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红枣

科技创新重点团队等平台，围绕产业升级尤其是

提质增效目标，建设集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的

引进、研发、集示范于一体的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和示范性的现代枣业，为临县枣业的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科技支撑平台和科

技先导型样板。

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治。坚持“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县、乡、村、组四级虫

情监测预报网络，增强红枣病虫害的预测预报能

力和防控能力。探索红枣病虫害防治的有效机

制，加强枣树病虫害预测预报，大力推广应用农

业、生物、物理和化学的综合防治措施，采取群防

群治和专业队伍统一喷防相结合的办法，把病虫

害在最小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

加大技术培训力度。为了把全县红枣经济

林提质增效项目建设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来。临县加大技术培训力度，一方面充分利用山

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枣树专家、山西省红

枣产业战略联盟共同为临县红枣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力量，邀请河北农业大学刘孟军教授、

山西省农科院李登科研究员对临县枣区乡镇进

行了国内国际产业现状分析、红枣产品市场解

读、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的专题讲解，聘请临县

技术顾问既走下去深入枣区乡镇培训乡镇长、村

干部、企业合作社及能人种植大户，又请回来在

临县宴天下三楼会议室针对枣疯病和枣锈病进

行了专题讲座。最近，人社部“高层次专家服务

临县脱贫攻坚活动”，为全县进行枣树鲜食品种

设施技术、枣树病虫害防治技术和枣树综合管理

等实用技术进行室内培训和实地指导。近年来，

累计培训 35场 28000多人次，有效地提高了枣农

的管理技能和服务水平。

出台红枣补助激励政策。为进一步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助力

脱贫攻坚，县政府出台了《临县脱贫攻坚农业产

业扶贫补助政策》。品种改良每亩补贴 700 元；

红枣经济林提质增效综合管理每亩补贴 500元；

林下经济种植柴胡、黄芪、黄芩、连翘等中药材每

亩补贴 500 元，种植大豆、谷子等农作物每亩补

贴 120元；为鼓励红枣企业、红枣合作社、种植大

户等实施红枣经济林适度规模经营，对集中连片

流转 200 亩以上的企业、合作社或种植大户，滩

地每亩补助 120元，山地每亩补助 80元；为鼓励

各类红枣营销主体扩大销售，凡在本年度内收购

临县红枣数量达到 10 万斤以上者每斤给予 0.1
元的补贴。

推广枣园流转模式。红枣产业局在各级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大力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战略，加快推进红枣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成功创建“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基地+农

户”、“村集体+农户”等多种流转经营模式。如阳

府井集团在雷家碛乡流转经营管理 15500 亩枣

园模式；三交镇罗家山红枣合作社流转撂荒枣地

1000 亩模式；三交镇孙家沟和东王家沟采取村

集体管理枣树模式，所有这些模式都充分发挥了

红枣经济林提质增效的作用。

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大力培育特色“临县红

枣”品牌，把临县红枣打造全国知名品牌是临县

一贯政策基本方针。近年来，书记、县长亲自为

“临县红枣”代言，全方位宣传“临县红枣”公共品

牌，支持红枣企业与电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为

提高临县红枣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电视、广

告、网络、微信、录制专题片等多种途径，均对临

县红枣宣传报道。成功举办了三届红枣旅游文

化节活动。凡是红枣企业在高铁、机场、高速等

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做红枣推销广告的，按广告

费的 10—20%给予奖励。如今，临县红枣远销台

湾、出口东南亚等地 70多吨，临县枣源地公司生

产的枣夹核桃首次出口美国。

严格督促检查考核。进一步推进红枣提质增

效，加强红枣督促检查至关重要。因此，根据县

委、县政府出台的《红枣经济林提质增效实施方

案》要求，不定期对各乡镇、各部门重点工作落实

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掌握各项工作的进展情

况，了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

应对措施，保证工作进度，保证管理到位，促进任

务落实。建立健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纳

入年终责任制考核体系。对于工作滞后，进展缓

慢的，按考核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红枣树生命力顽强旺盛，扎根在贫瘠的土地

上，孕育了祖祖辈辈的临县人民，其甜美的果实、

顽强的生命力，给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

来了欢乐、给予了希望。脱贫攻坚看红枣，临县

全方位打好打赢红枣保卫战、助力脱贫攻坚，经

过几年的努力，取得明显成效。面对红枣产业发

展新的挑战，全县干部群众有决心有信心做好红

枣产业这篇富民的大文章。

（文/图 刘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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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临县红枣院士工作站成立临县红枣院士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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