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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核桃助力大产业—推进洛南县乡村振兴发展

武丹琪　刘寒月　王佳宁　刘明亮　任大鹏　何佳明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离不开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乡村产业特色发展，本文研究洛南县核桃产业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的对策，首先分析核桃产业对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及影响，然后分析当前核桃产业对助力乡村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最后探究实现助力乡村发展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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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ntry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the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without the rural industry develop-
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luonan walnut industry 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fi rst analyze the walnut industry of pow-
er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 uence, and then analyze the current walnut industry to help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ural development, fi nally explore the solution of power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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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要复兴，就必须振兴农村。乡村振兴是发展的

根本，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

要途径和长久之策。只有把乡村振兴做好，才能全面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实现乡村

高质量发展。从2022年开始，洛南县就紧紧围绕着巩固脱贫

成果、持续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全方位地强化了防止返贫

的信息监测工作，健全了帮扶机制，发展了特色产业，并采

取了多种措施，将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保证了农民的收

入持续增长，同时也保证了乡村振兴的高质量推进。重点行

业继续发展和壮大，大力培育和壮大核桃、食用菌、油葵、

黄花菜、天麻等已脱贫的产业，加快推动25个已脱贫的产业

集群的建设，以及盛大商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72个已脱贫

的产业的壮大，以点带面，带动全省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核桃产业对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及影响

核桃作为“世界四大干果”之一，市场消费量比较大。

陕西地区不断发展核桃种植产业，随着核桃种植面积的扩

大，陕西核桃产量及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已成为群众致富奔

小康、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项目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目

前，陕西已形成了陕南秦巴山区、渭北旱塬两大核桃产区，

商洛洛南县被称为“中国核桃之乡”。更是陕西省唯一一个

位列全国十大核桃基地县，核桃栽植面积、产量居全省第

一。商洛探索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引进新品种，栽种

红仁核桃，大幅提升了核桃价值。目前洛南是商洛核桃种植

面积最大的区域，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68万亩，年产量3.93

万吨，综合产值12.2亿元。

在洛南县还有全国首家以核桃单品大宗交易为主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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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交易平台——西北核桃交易中心。在这里，商洛与

新华社共同发布全国核桃价格指数，使商洛洛南核桃在市

场定价中有更多话语权。随着洛南核桃仁出口俄罗斯，重

新恢复出口，洛南红仁核桃进入国际市场，如今已远销北

美、阿联酋、意大利、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带动就业

随着洛南县核桃产业发展壮大，目前，该产业惠及全市

群众37万户105万人，已成为群众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凭

借此产业，商洛群众年户均增收2000元、人均增收700元。

核桃产业为乡村振兴推波助澜。洛南县为了更好地增加农

民加入，为农民设置更好的优惠政策，提高农民的积极

性，优先发展家庭困难的人员，为他们找到谋生之道。通

过发展核桃种植，开展的种植园、核桃衍生品加工等项，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并且在洛南县搭建核桃交易

市场，既解决了洛南核桃的销路问题，也为当地群众提供

了大量稳定的就业岗位。核桃种植产业为当地众多待业人

员提供了工作岗位，为他们的家庭增加收入，从而提高了

人们的生活水平，推动乡村振兴。

1.2  开展技术指导，大力培养人才

商洛市老科协副会长、核桃专家王根宪教授级高工为核

桃修剪专业队授课。从红仁核桃整形修剪的时期、原则、

修剪手法及操作技术要领进行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

授，就红仁核桃园春季其它科管技术措施作了强调。共30

多人接受技术培训，为未来优化种植核桃做奠基。目前，

在丰产栽培技术方面，详细规定了在整形修剪、间作、土

壤管理、排灌水、树干保护、施肥、病虫害防控、霜冻害

预防、果实采收及档案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对防治核桃病

虫害、提高果实率和果实品质起到了积极作用，科学有效

的进行核桃种植与规划。

近年来不断进行技术宣传和培训，并且与研究机构和农

业高校合作，吸引相关专家提供技术支持，政府组织培养专

门的技术骨，点对点进行技术指导，构建专业人才和乡土人

员相结合的技术人才队伍服务，帮助核桃进行科学性培育。

1.3  多种经营并行

对原有技术进行提升，废弃的核桃壳可以被加工成核桃

壳滤料、核桃壳磨料、核桃壳粉、核桃壳猫砂等。加工后的

核桃壳产品再进行出口，从核桃壳到加工后的产品，价值提

高5倍左右。其中“一种结块猫砂”和“一种非结块型猫砂

及其制备方法”分别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目前

洛南县已建成年生产能力10000吨核桃壳粉系列产品生产线

3条。产品畅销新疆、福建、上海、四川、河南、陕西、河

南、山西等10多个省市和美国、加拿大、荷兰、挪威等15个

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利用核桃壳

的优势，促进核桃的增值，让核桃的每一处都变废为宝。

核桃壳综合开发利用，是一个新型环保产业，属于循环

经济领域。深度开发成本较低，收益率高，能够变废为宝，

延长核桃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对于提高核桃的综合效益，

减少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意义重要，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2　当前核桃产业对助力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经营体系不健全，销售渠道单一

在洛南县大力发展核桃产业，不仅可以为当地农民提供

一项长远的经济来源，而且可以为洛南县与全国各地的农

民增收提供一项新的途径。洛南县缺少核桃产业专业合作

组织，全县虽形成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和销售

链条，但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也没有形成一套完善

的经营机制，也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目前，因

核桃壳层厚度差异大，采用流水线式机械化深加工，生产

效率较低，尚无有效解决方法[2]。当前，在我县，农民仍主

要依靠直营方式进行核桃的销售，但销售渠道比较单一，

且没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在销售渠道方面，也缺少与时俱

进的“直播带货模式，更多的是以线下直接销售为主。在

每年核桃产量都在增长的情况下，核桃的销售将成为最重

要的问题，也是今后最难解决的问题。

2.2  对县内核桃产业缺乏专业的整体规划与组织

核桃产业是关系到全洛南县农村的经济发展，要想把核

桃产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事做大做远，就一定要在思想

上建立起相互团结，共同致富的观念。而县内部缺少对农

民“团结，致富”观念的理解因而没有进行全面的规划。

产业链与农户之间的紧密联系，目标明确，也就是核桃产

业所应具有的，在总体规划上缺少专业的指引[3]。

2.3  互联网利用能力弱

随着网络的迅速普及和发展，网络用户的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农业信息化水平也有了

很大的提高，近几年来，中国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得到了各

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为

了鼓励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

策，《关于开展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

、《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关于加强县域商业

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等产业政策赋予了我国农

村电商发展的明确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农村电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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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利的生产和运营环境，同时也为我国农村电商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给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而县在核桃产业发展上对于网络应用的能力却明显不

够，对时代发展知之甚少，响应速度缓慢[4]。

3　实现助力乡村发展的解决办法

3.1  完善核桃产业基本经营制度，构建新型农业体系

鉴于当前核桃产业的管理体制不健全，我们认为，当前

迫切需要对核桃产业的基本管理体制进行改进，以核桃的

栽培技术为切入点加强对核桃栽培科技的研发，从源头上

提高产量，从而达到开源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生产的各

个方面，运营商都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比如: 定植、

施肥、修剪、防治等，并对其进行考核、提高和服务。在

经营主体方面，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

一体化，并指导农户提高生产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水平[5]。同

时，也要加强对洛南县的投资，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利益。

3.2  创新营销理念，扩展新型销售渠道

在营销理念方面，要突破传统的核桃产业营销的局限，

注重运用创新的营销手段，与时俱进，采用先进的营销理

念和营销方式，建立与目前现实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模式。

我们相信，核桃公司应该加强服务营销的理念，把顾客的

需求放在第一位，把像红仁核桃这样的深加工产品介绍给

顾客，而不仅仅是销售;同时，要注意文化营销的观念，建

立起核桃企业的特色和优势，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同

样要加强对网络营销的重视，利用大数据，在互联网上开

通线上渠道，加强对核桃产业经营基本制度的理解，在各

个大平台上，开发出一种新型的经营方式，将线上线下有

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新型的农业体系。通过建立系

统化的营销理念，核桃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运营，同时还能

带动产业沿线的乡村和百姓致富，从而促进乡村振兴[6]。

3.3  招揽技术人才，加大人才培养

在人才引进方面，核桃企业需要引进具有相关技术的高

素质、高技能的专业人才，根据不同技术的不同水平，将

人才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与此同时，利用科技来对人才

进行培养，企业可以利用引进的高素质人才，以老带新，

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从而帮助核桃的产量提升和收入增

加。此外，企业还应该在乡村层面上推广核桃技术培训，

利用理论授课和技术培训两种方式，培养乡村优秀技术人

才，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壮大与工作体制的完善，让一

批优秀人才扎根乡村，让乡村成为人才发展的热士，促进

乡村振兴[7]。

3.4  加强自身建设，制定行业与乡村整体发展规划

核桃企业要强化自身的建设，对自身的营销理念和经营

制度等方面要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在不断

提高自身进行改进质量之后，还要积极地为社会提供创造

价值，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8]。在

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同时，还要制定出一个行业和乡村的整

体发展计划，充分利用企业与农业、农村与农民之间的关

系，促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建设，对各方面

的制度进行健全，利用企业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帮助乡

村发展，从而促进乡村的发展。

4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洛南县正在以红仁核桃

为主要产业，促进洛南县区域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当地

的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走上

了致富之路。同时，商洛市政府正在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

惠农、利民的补助政策，为红仁核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

持。红仁核桃在发展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今后，红仁核

桃还将继续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夯实产业基础不断深

化供给侧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致富，为陕西省

商洛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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