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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应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重视集体经济示范建

设，培育起产业龙头企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公司，扶持特色产业专业合作社，鼓励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产业规模化

发展、标准化种养、组织化经营、市场化营销，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推动社区产业全面转型，突破现状产业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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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发展总体构想 
通过产业发展与增收规划，真正促村民增收，增村庄活力，才

能实现农民真正脱贫致富。因此，规划伍竹园社区未来应主要发展

四大产业类型：现代林果种植业、现代中药材种植业、现代林下生

态养殖业、休闲观光农业。 

二、发展内容 
1、建设理念 ：现代中药材种植要引入现代混合农业、立体农

业的理念。基于伍竹园社区目前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基础，可在现有

中药材基地基础上，继续推广现有连翘、五味子、射干等中药材品

类，增加经济效益和药用价值高的大宗中药材品类。要顾及重要理

论中“整体观念”、“辩证思想”理念和“阴阳互补”观点，从中医

学的角度指导中药材的种植。同时，在种植基地建设和中药材种植

过程中，要适当考虑其社会和生态效益， 将大片种植基地与观光

旅游基地及天然药物。 

2、栽培模式 ：在栽培方式的选择或基地建设过程中，应最大

限度的保护生态环境，并且从生态学角度出发，选择适当的栽培方

式。根据药材的特点，开展科学合理的野生培育、间作套种、引种

栽培等栽培方法的研究，逐步打破传统的单一种植模式和观念，开

辟新的栽培技术和方法研究，大力发展一地多栽、一地多用，充分

利用土地资源，进行不同营养需求层位、优势互补的多种药材套种

栽培，避免品种单一化引起的品系退化或药性丧失，使土地产出最

大经济效益。同时，在多品种同地栽培时，充分融入中医药配伍理

论研究，搞清植物间的相互作用及植物代谢对土壤微环境及微气候

的影响，适时调整种植策略。 

三、发展趋势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千城一面的“复制、粘贴”式城市

建设席卷各地，城市居民的田园情结再次苏醒，重构了人们“离去

——归来”、“背叛——皈依”的生命模式。休闲观光农业成为人们

实现短暂逃离现实、缓解压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四、发展条件 
资源条件 ：伍竹园社区生态环境优美，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冬无严寒，夏无酷署，村内植被覆盖率高，范围内林木众多，林果

资源和药材资源丰富，适宜野生药材生长，以核桃、板栗、中药材

种植为主导产业。 

区位条件：伍竹园社区隶属于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道办，位于 

S203 省道旁，福银高速穿境而过，设有 103 路公交停靠站 1 个，

起始于华龙公司东站，终点到下官坊站，距城区 9 公里，车程约 10 

分钟，交通便利。 

五、发展项目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让村民不仅种核桃板栗，还要饮汁赏花。

核桃、板栗延伸出的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产业，让小小的核桃、

板栗成为村民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1、生态农业观光带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单植赏叶，丛植赏荫，树体强健，枝繁叶

茂，多变而有规律，是极具观赏价值的乡土树种，是行道树及园林

景点配置的首选树种。乍暖还寒，核桃开始抽芽，3～4 月为核桃

树的花期，倾吐芬芳，叶大而美散发清香气息，在为期 15～20 天

的花期里，许多小花集合成一朵摇摇欲坠如麦穗般的花朵，随风摇

曳可以呈现其他花朵所不能的弧度，8～9 月果缀枝头，青碧可人。

结合当地特色，以伍竹园东沟核桃种植为依托，建设生态农业观光

带。 

2、休闲体验农业 

以核桃为主要体验项目，3～8 月生长期可为农事体验期，可

提供条件让体验者参与农事活动；8～9 月果熟期为采摘体验期，

可教授相关技艺让体验者参与核桃采摘活动，9 月～次年 3 月休

眠期为加工体验期，农户可提供场地和工艺让体验者制作核桃油、

核桃汁、核桃零食、核桃茶、核桃酒等以核桃为主的天然农产品。

以板栗为主要体验项目，3～9 月生长期可为农事体验期，可提供

条件让体验者参与农事活动；9～10 月果熟期为采摘体验期，教授

相关技艺让体验者参与板栗采摘活动，9 月～次年 3 月休眠期为

加工体验期，农户可提供场地和工艺让体验者制作板栗零食、板栗

汁、板栗酒、栗花香水等以板栗为主的天然农产品。 

3、休闲观光农业项目策划 

规划伍竹园社区应以核桃园为依托，做精做细做强做响核桃品

牌，并配以林下生态经济、中 

草药种植、核桃深加工、新乡村旅游、可循环经济、益智，延

展绿色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创意农业。以养生农业为提升方向，开

展观光农业、户外运动、康体休闲活动，集游乐、休闲、体验、婚

庆、度假于一体的原生态、高端生活的共同体。探索开创一套“伍

竹园模式”，即核桃深加工、林下经济、可循环经济、新乡村旅游。

提高林地利用效率和林业综合效益为核心，充分利用林下资源，创

新机制，发展林下经济，对缩短核桃经济周期，增加核桃业附加值，

促进核桃业可持续发展，以林下养鸡、种植中草药、低矮经济作物、

牧草为重点，发展循环经济，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力争在规模种养、

生态种养上有新的突破，形成立体生态农业，发展创意农业，将农

业元素与现代养生元素结合起来。 

六、总结 
伍竹园村产业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尊重自然的原则，因地

制宜地根据山区特色进行产业选择，发展适应性产业类型，重点发

展林果、中药材脱贫支柱产业、光伏产业，探索伍竹园社区产业脱

贫模式，切实将所有贫困户嵌入到产业链中，促进伍竹园社区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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