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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孝义市高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的一果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规划有序的现代化设备一

应俱全，高速运转的深加工生产线上，一瓶瓶核桃油

正接连不断灌装成型。

孝义市积极发展核桃加工产业，着力构建完整

的产业链条。建立一果优质核桃商品生产基地 1
处，大型核桃深加工企业 2家，包括年加工 6万吨核

桃的一果核桃深加工项目，主要生产核桃油、核桃多

肽营养粉、核桃保健食品、核桃系列休闲小食品等，

昌圆农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核桃产品有核桃

仁、核桃原果、核桃油等，并重点在核桃园区循环路

两侧，引导核桃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发

展以脱皮、清洗、晾晒、分级、包装为主的核桃初级加

工基地 9家。

同时，该市致力于解决核桃销售难和农民增产

不增收的问题，多渠道拓宽销路，积极组织农民合作

社、企业参加吕梁市和省农业博览会，会上由分管农

业的副市长武冬桢多次宣传、推介孝义核桃，扩大了

品牌知名度，增加了销量；2019年 12月，核桃产业发

展中心积极为合作社、种植大户和河北养元智汇饮

品股份有限公司牵线搭桥，开展产销对接，促进了核

桃销售；紧抓“互联网+”机遇，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搭建核桃营销平台，将孝义核桃远销至全国各地。

近年来，孝义市立足区域优势，突出特色资源优

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特色农业生产区域布

局，同时，加大培育具有成长潜力的农业化龙头企

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了加工带动种

植，种植促进加工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农民增收空间

由此得到了有效提升。为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孝义市积极争取上级提质增效项目，2016年—2017
年争取省级干果经济林提质增效项目 4 万亩，平均

亩产提高 20-35斤，亩增收 200-350元。2020年，争

取省核桃提质增效项目 3.5万亩。同时，根据该市财

政收入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核桃经济林奖补政策，

2020 年对连片嫁接优质核桃品种 200 亩以上的，每

亩奖补 400元；农户投保核桃保险的，给予保费 50%
的补贴。

双手栽下幸福树，笑脸祈盼新生活。站在孝义

市高贤垣万亩核桃示范基地举目四望，重重叠叠的

树林翻起波涛滚滚，绿宝石一样饱满的核桃，承载着

这项生态文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富民产业。在这

片生机勃勃的田野上，山区农民的致富梦想正一步

步化为现实，孝义的核桃产业必将谱写新的篇章。

硕果累累缀枝头硕果累累缀枝头
————孝义市核桃产业发展纪实孝义市核桃产业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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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野的核桃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点缀
于房前屋后、山头山坡。据统计，目前该市
核桃高标准栽植面积达 30 万亩，盛果期面
积 14 万亩、初挂果面积 6 万亩，基本实现了
山区宜栽核桃地全覆盖；核桃年均总产量
1.3万吨，2019年实现产值 2亿元。

近年来，孝义市将发展核桃产业与乡村
振兴相结合，大力实施“核桃富民”战略，扩
规模、提档次、增效益，核桃产业稳步健康快
速发展。特别是核桃提质增效项目实施以
来，有效地带动了农民发展核桃积极性，管
理质量和产业效益明显提高，核桃产业逐步
步入了良种化、品牌化、标准化生产道路，成
为该市重要的支柱产业。

带着核桃丰收的喜悦，我们走进孝义
市，探寻该市紧抓核桃产业不松手、扶助林
农增收脱贫的核桃产业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白露时节，农民们集中打核桃

工人将蜕皮的核桃进行晾晒

核桃深加工生产线

工人使用蜕皮机给青皮核桃去皮

农民们将刚打下来的核桃送到蜕皮加工点农民们将刚打下来的核桃送到蜕皮加工点

初秋时节，置身孝义，最吸引人眼球的便是那些

大大小小、遍布城乡的核桃树。据了解，孝义境内河

谷水系发达，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半湿润气

候，优越的环境条件为种植核桃带来了得天独厚的

优势，该市核桃种植历史有 2000 余年，自古以来就

是“汾州核桃”主产地之一。“汾州核桃”树体高大，根

深叶茂，寿命长，盛果期长，适应性强，产量高，坚果

外形美观，种仁饱满，仁皮白净，风味香甜润口，是具

有竞争力的地方特色品牌。

据统计，目前该市高标准建设了高贤垣、角盘

垣、下栅垣、兑镇垣、驿马垣、柱濮垣 6个万亩核桃基

地和 33个千亩核桃示范园，并发展现代化育苗基地

1个；栽植区域主要分布在孝义市西部山区 11乡镇：

南阳、杜村、下堡、高阳、兑镇、阳泉曲、西辛庄、柱濮、

驿马、胜溪湖、下栅；主要采取 78家核桃生产合作社

和农民自营相结合的经营模式。

“核桃树势旺不旺，水肥必须有保障；核桃产量

高不高，树体管理要跟上。”核桃产业的发展壮大，科

学化、标准化管护尤为重要。孝义市编制了 13项地

方标准，科学确定了管护周期和管护要求，根据核桃

生长物候期、树龄组织开展标准化管护。在修剪方

面，及时发布修剪技术要点资料，对 4年以下幼树重

点实施定杆培养丰产树形；4—20 年结果树，通过

“定树形、控树高、开光路、促内膛”，确保树形科学合

理，实现稳产高产；对现有核桃老树主要采取刨树

盘、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综合管理措施，促进更

新复壮。每年至少对幼树修剪 2-3 次，挂果树在采

摘后及时进行全面修剪。在土肥水管护方面，提出

了以普施农家肥为核心，按照核桃生长物候期及时

开展深耕除草，在花前、果实发育期、封冻期及时浇

水的综合土肥水管护技术。大力宣传普施农家肥的

重要性，实地召开施肥技术培训会，引导果农在土肥

水管护上积极投资，扭转施肥不足、核桃树营养不够

的局面。在病虫害防治方面，采取“生物防治+物理

防治+药剂防治”综合防治模式，最大程度实现科

学、有效、生态的防治目标。在越冬管护和春季防寒

方面，冬季全部进行树干涂白，根据树龄采取套袋防

寒、埋土防寒、缠纸等冬季防寒措施；春季花芽萌发

时，及时监测气候变化，采取人工熏烟、树体喷水、喷

施药剂等方式降低霜冻危害。通过近些年对核桃产

业提质增效项目的实施，开展科学化管护，核桃干果

平均亩产增加 10-15kg，达 65kg，每年可新增挂果面

积 1万亩，年均可增产 1千吨。

2019年，孝义市下堡镇启动了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按照“八村联合的核桃产业党支部+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十户联组”

的核桃托管服务思路，选任保丰核桃树管护技术专

业合作社成立产业党支部，专门负责角盘垣万亩富

硒核桃基地的管护提升工作。政策补贴 30%，农户

只需支付农业作业费用的 70%，就可安心把农业生

产交到产业党支部手中，从种到收享受专业性服务。

“今年和合作社签订了托管协议，我们少出钱，

合作社就帮助修剪了，以前还要雇人修剪，现在有合

作社技术人员，技术又好。托管了核桃树以后，我就

能腾出时间，再挣点钱。”下堡镇下卫底村农户闫贵

成开心地对笔者说道。目前，保丰核桃树管护技术

专业合作社已有管护技术人员 90人，辐射带动全镇

农户近 500 人参与到管护工作中，解决了小农户规

模化生产难题，促进带动农户就业增收，促进核桃富

民、乡村振兴。

据了解，孝义市紧密结合西部山区存在整村搬

迁、乡村青壮劳力匮乏、管护技术力量薄弱等实际，

积极探索核桃管护经营模式。劳动力匮乏的，由村

集体统一规划管护；技术力量薄弱的，托管给专业管

护团队；本辖区有“土专家”、技术能人的，由乡镇政

府统一协调成立专业管护队伍、核桃管护站或管护

合作社，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负责辖区内核桃树管

护工作；依托加工企业、技术力量雄厚的专业合作

社，探索“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企业+基地+农

户”“专业合作社+基地”等新型经营管护模式。

白露到、竹竿摇、小小核桃遍地跑。这几天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

笔者在高阳镇千亩核桃示范园看到，不少人肩抗麻袋、手中挥舞竹竿打

核桃，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再仔细一看，一株株粗壮的核桃树上，挂

满了又大又圆的果实，甚是喜人。这不禁让笔者感到疑惑，今年的核桃

在清明前后遭遇了霜冻天气，产量大幅减少，为啥这里的核桃似乎全然

不受影响？——因为这里栽种的是新型优质核桃品种“孝核一号”。该

品种的核桃具有“抗晚霜”的特性。

苗以种为先，种以质为先。鉴于孝义市核桃产业近年来受到晚霜

危害影响，特别是 2018年，核桃几近绝产，果农损失严重。该市依托核

桃产业顾问王贵教授，培育出了“孝核 1号”抗晚霜品种。

“因为核桃有主副芽，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上面出来长 20公分，冻

了，那么副芽出来坐果能力比较好，这个品种里边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一

个特性，其他品种霜冻以后往往受到影响了，但这个品种因为储备的营

养比较多，成长比较好。”山西林科院王贵教授介绍说，除了抗晚霜，“孝

核一号”还兼有高产的特点。据介绍，该品种果实壳面光滑美观，壳厚

1.2毫米，缝合线紧、不易开裂、易于加工。核仁呈浅色，味甜而不涩，易

取整仁，且出仁率高达 61%，市场价值极高，而且管护也很方便。目前，

在千亩示范园栽植孝核 1号品种 150亩，可提供 2万个该品种接穗。下

一步，在做好该品种推广的同时，将继续选育孝核系列品种，做好抗晚

霜品种的科研工作。

任何一个产业，良种是关键。为了优化种植品种，孝义市对核桃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低产低效林有计划地实施品种改良，重点在西部山区推

广晋龙 1号、晋龙 2号等品种，在丘陵区域推广中林、辽核、礼品、孝核 1号

等适宜生长品种，目前已嫁接改良核桃树近 3万余亩，东、西曹村与角盘

垣已建成 3000亩的礼品二号核桃基地；下卫底、南头、邀庄等地连片建设

成 5000亩的中林核桃基地，角盘垣基本实现了良种化，其余乡镇品种改

良工作稳步推进中。2020年，改良核桃品种 5000余亩，分别在高阳、神

福、三多、沿家山、半沟、南榆苑、北头、下荆封、寺家庄等地，现已完成嫁

接工作，进入接后管护阶段。这些良种，都具有食味香醇、口感细腻、无

涩味的特点，且高产稳产，再加上种植方式生态环保，至今坚持人工采摘

去壳，无药物残留，成就了孝义核桃绿色天成、自然清新的纯净品质。

孝义市充分发挥核桃产业发展中心服务指导功能，坚持“适时，实

地、实用、实效”的原则，继续聘任王贵教授为技术顾问，大力实施“百千

万”人才计划和核桃林提质增效项目人才培训计划，按照核桃生产物候

期，从春季防晚霜冻害、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到夏季修剪、高接换优、

施肥，秋季采收、整形修剪、涂白等各个环节，采取理论授课和实地示范

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先后聘请山西农大刘群龙和牛铁荃、北京联合大学

荣瑞芬、西北农林大学刘朝斌等省级专家、教授对果农进行培训指导，

针对核桃生产、管护中出现的问题集中进行解答处理。

每年市级集中培训 2-3次，乡镇组织培训 5-6次，核桃产业中心技术

员按照物候期适时下乡入户指导培训，年均培训果农 5000余人次。目

前，市乡两级核桃树管护技术骨干达到 1000余人，基层涌现大量管护新

秀，核桃标准化生产管理技术实现了稳步推广和有效提高。

抓管护——
服务到千家万户，让核桃遍地开“花”

工人们挑选核桃仁工人们挑选核桃仁

● 强技术——
插上科技之翼，让核桃成为“摇钱树”

● 兴产业——
推动产业链延伸，让农民增收“深”一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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