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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山核桃
6&$5& 7&4*&5+%3-3

作为一种非木质林产品
!

对产区农民增收
%

农村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

以浙江省临安

市和淳安县以及安徽省宁国市的调查数据为依据
!

分析了山核桃产业发展过程及动因
&

结果表明
$

山核桃产业发

展经历了
#.$$

年以前
%

#.$.%!%%!

年和
!%%+

年以后等
+

个阶段
!

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动因突出表现在政策
%

技术
%

市场和组织等
8

个方面
&

同时
!

分析了山核桃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并对未来山核桃产业发展进行了展望
!

表现

在
$

!

生态化经营模式和技术的推广
!

可有效促进山核桃可持续经营
'

"

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品牌化战略的实施
!

可大力推进山核桃产业链的延伸
'

#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
!

可显著提升山核桃产业发展水平
&

图
8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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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核桃
6&$5& 7&4*&5+%3-3

是一种非木质林产品' 属于中国特有的经济树种' 主要分布在浙江临安为

中心的天目山山区+

&

,

' 浙江省临安市- 淳安县和安徽省宁国市的山核桃产量接近全国的
.%`

( 近年来' 随

着集约经营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价格的提高' 山核桃在山区农民增收中备受关注' 成为农民主要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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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随着山核桃加工技术和品牌建设的不断发展" 山核桃产业不断成长" 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

因此" 通过分析山核桃产业的发展过程" 进一步研究促进山核桃产业不断发展的动因" 同时" 分析目前

山核桃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 对促进山核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从文献来看" 山核

桃相关研究最初大都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 国外主要探讨山核桃的营养问题$

!!$

%

"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栽

培和加工技术等方面$

%!&

%

# 社会科学方面研究较少" 仅在山核桃产业发展的组织保障$

'

%

& 农户生态化经营

意愿方面$

(

"

)

%略有涉及# 本研究基于充分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原则" 选择浙江省临安市& 淳安县和安徽省宁

国市为案例点" 进行了农户调查& 企业调查& 消费者调查& 经销商调查和政府部门访谈等" 深入研究山

核桃产业发展历程及动因" 进而分析山核桃产业面临的挑战" 并对未来山核桃产业的发展进行展望#

(

山核桃产业发展过程

山核桃由最初的野生状态到现在的产业化经营"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图
(

描绘了自
(*+!

年到
!,"*

年

山核桃产量的变化情况# 根据各样本县市山核桃产量

以及总产量的变化" 可以将山核桃的发展过程分为
$

个阶段" 即缓慢发展阶段'

(*++

年以前(& 波动发展阶

段'

(*+*!!""!

年(和快速发展阶段'

!""$

年以后(#

!"!

缓慢发展阶段
!

!#$$

年之前

这一阶段为山核桃缓慢发展阶段" 由于集体山林

分山到户不久" 林农对集体林权制度政策把握不准"

担心政策变化" 一直没有发展山核桃栽植" 也疏于对

野生山核桃的管理" 所以" 这一阶段" 山核桃产量增

长缓慢# 从整体来看" 在
$

个样本县中" 临安山核桃

产量的增长相对比较显著# 同时" 该阶段山核桃加工企业发展明显不足" 最初山核桃以榨取食用油为

主#

!"

世纪
)"

年代初" 开始加工椒盐山核桃和山核桃糖" 作为计划外调和供应市场的商品#

!"

世纪

)"

年代后期" 从单调的盐味干果" 逐步扩大到奶油味和五香味等多品种产品" 但总体来说" 加工企业

规模小" 产品种类少# 由于国家调控" 山核桃由国家统一收购" 以计划价格为主#

!"%

波动发展阶段
!

!#$#!%&&%

年

该阶段是山核桃产量大& 小年明显变化阶段# 由于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具体时间不一"

大致在
!"

世纪
(*+*

年到
!""!

年# 这一阶段由于集体林权制度不断完善" 政策稳定" 林农放心栽植山

核桃" 发展山核桃产业# 由于自然生长规律的原因" 山核桃的大小年现象仍明显" 当然" 不同区域的大

小年现象不同" 临安和淳安地区的大小年现象比较明显# 市场不断完善" 加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数量

不断增加#

!"""

年" 临安
*"-

以上的山核桃通过加工后上市# 随着
!,,#

年 )手剥山核桃* 的入市" 山

核桃市场价格上涨" 林农经济收入增加" 极大地调动了林农栽植山核桃的积极性" 加大了山核桃的投入#

!"'

快速发展阶段
!

%&&'

年以后

该阶段山核桃产量稳步快速增加阶段# 由于山核

桃经济效益日趋明显" 逐步成为山区农民主要的收入

来源# 在这一阶段" 随着科技的不断突破" 山核桃大

小年现象逐渐消失" 山核桃面积的不断扩大'图
!

(" 山

核桃产量稳步快速增加# 加工企业和个体户竞争加

强" 合作社逐步发挥作用" 山核桃价格由市场决定"

二& 三产业产值不断扩大# 加工企业开始注重品牌建

设和宣传" 产生 )中国名牌产品* )省著名商标*#

!

山核桃产业发展动因

综上所述" 随着山核桃产业的不断成长" 由原来

图
#

根据二手资料整理的山核桃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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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临安
!

淳安和宁国的山核桃栽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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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的单一的以农户为主的栽植业! 逐渐发展为综合栽植" 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而究竟哪些因素促进

了山核桃产业的成长与发展# 调查研究表明! 引起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动因是错综复杂的! 但突出表现在

政策" 技术" 市场和组织等
$

个方面$

!"#

政策

第
#

部分分析可见% 山核桃产业发展经历的
%

个阶段与政策密切相关$ 山核桃产业作为主产区的主

导或支柱产业! 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促进山核桃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山核桃产业政策演变! 对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第
#

阶段
!

实施林业
"

三定
#$

充分尊重生产者经营自主权
%

#"'#!#"''

年
& 继农村土地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实施之后!

#"'#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森林" 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

定'! 从而围绕山权林权! 开始了以 &稳定山林权! 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 为核心内容的

林权改革! 广大农户获得了自主经营的山林! 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南方林区林业经济日趋活跃!

山核桃主产区农户开始进行天然山核桃经营(

#"'(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

项政策'实施!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废除传统的统购派购制度! 代之以国家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制度!

使得山核桃能够在市场上一定程度流通( 由于山核桃经营周期长" 风险大! 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仍然无法

有效调动! 人工栽植和扩大山核桃经营的动力不足! 生产资料投入缺乏! 山核桃整体发展较为缓慢(

!&#&!

第
!

阶段
!

山核桃产业政策主要围绕市场化
'

产业化水平展开
%

#"'"!!)*!

年
& 到

#""!

年! 绝

大多数农林产品的市场" 购销和价格均已放开! 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

*

( 在山核桃经营中! 农户

出售的山核桃基本实行市场调节(

!**#

年! 浙江省出台&关于巩固绿化成果优化生态环境发展效益林业

的意见'! 指出加强包括山核桃在内的效益林业的发展( 同年! &浙江省林业特色基地建设实施意见+试

行,'出台! 浙江省全面启动了林业特色基地建设工程(

!**#

年! 临安- 淳安的山核桃即被列入浙江省

林业特色基地! 建立了基地科技助手单位和首席专家制度! 并通过了浙江省森林食品认证! 成为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的农业支柱产业(

!**!

年
+

月浙江省&关于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通知'指出% 减轻农民

负担! 实行三个 &取消'! 调整农业特产税! 改革和规范村提留. 稳定农业税! 逐步轻税负( 农户进行

山核桃经营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提高! 山核桃面积不断扩大! 但是依然存在明显的产量大小年现象(

!,#&%

第
%

阶段
!

山核桃的产业政策相继出台
$

注重生产组织机制的整合优化
%

!**%

年以后
& 在稳定

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以
!**-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为标志! 国家逐渐注重

农民产业组织的建设! 主要山核桃产区出现了山核桃专业合作社( 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政策支持山核桃产

业的发展和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 浙江省提出着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 浙江省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重点扶持
%**

家左右依法登记- 规范运作- 有一定规模的省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

社( 浙江省围绕林业优势特色产业的培育! 着力加快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 出台了相关政策(

!**+

年

淳安县出台政策扶持合作社发展! 新办合作社经工商注册登记并正常运转
#

年以上! 经验收合格的! 每

补助开办经费
% ***

元/家!"

(

!**'

年
!

月! 临安市出台&关于实施 0强龙兴农1

#

年行动计划的意见'!

%

月! 颁布&关于加快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优化山核桃产业结构! 促进山核桃产

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实现山核桃产业的健康发展- 可持续发展(

!*#*

年! 宁国市&关于加快推进现代林

业建设的意见'指出培育壮大林业特色产业! 发挥林业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大力发展山核桃油等精深加

工!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

!"!

技术

长期以来! 山核桃以野生为主! 周期长! 商品化程度低! 并未成为山区林农增收的来源! 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山核桃的粗放经营和大小年现象相当显著! 因此! 在山核桃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技术是最为关

键的因素! 山核桃经营技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表
#

,! 可分为以下
%

个阶段(

!&!&#

第
#

阶段
!

人工培育管理野生的低产林
%

#"'!.#""*

年
&

#"'!

年以前! 山核桃栽植- 加工以传统

经验为主(

#"'!!#""*

年! 农民有了承包山林和预期收益! 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 并愿意在自己的山核

桃林中追加投入( 起初! 主要还是模仿应用大田养护的一些技术! 积极开发野生林! 改造低产林! 对已

经投产的山核桃林进行精心维护等等( 但山核桃的生产加工的技术改进很少( 这一时期对山核桃的科学

研究着重围绕山核桃栽培- 抚育开展技术攻关! 但可以推广的技术成果较少(

吕秋菊等% 山核桃产业的发展过程- 动因及展望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发展阶段 年份 问题 技术革新 成效

!""$%

至今 石漠化等生态化问题 山核桃生态化栽培技术 生态化经营模式试验示范

第
&

阶段
&'(!

年前 产量大小年明显 人工除草技术 山核桃产量有所提升

#'(!!#'')

山核桃多为野生山核桃! 产量大小

年明显
人工栽植技术 山核桃栽植面积扩大

第
!

阶段
&''!!&''*

环境破坏与生态恶化" 产量大小年

明显
山核桃

#)

项技术研究与推广
除草剂利用得到普遍应用 !

省工省钱

#'''!!))#

人工栽植成活率较低 山核桃嫁接技术突破 良种选育工作开始

!)))!!))!

病虫害增多 病虫害防治技术 产量提升明显

第
+

阶段
!))!!!))*

山核桃
$

月落果现象
集成山核桃病虫害防治技术 # 水肥

管理技术及高效肥的推广

山核桃的大小年有所缓解 !

产量逐年上升

!))+!!))*

现有肥料种类繁多" 施肥效益较低
施肥技术$

!

次关键施肥期与看树施

肥技术%" 山核桃嫁接苗推广

选择出俄罗斯进口复合肥为

高效肥

!)),!!))-

山核桃苗" 结果晚! 采收不便 矮化早实栽培技术 认定山核桃良种
+

个

表
!

山核桃技术革新过程

./012 & 3456277 58 9:6;54< =269>515?:6/1 :>>5@/=:5>

说明& 由于技术推广需要时间! 山核桃技术的发展阶段和山核桃产业的发展阶段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吻合'

+A!A!

第
!

阶段
!

单纯丰产技术向综合技术研发转变
"

#''B!!BBB

年
#

!B

世纪
(B

年代初分山到户以后!

人们采取的模仿大田耕作的粗放式的山林维护方式! 一开始效果明显' 但随后! 由于经营中的过分依靠

农药! 除草过尽! 造成山林生态的严重破坏' 因此! 政府和科技人员不断反思# 研究与提升经营技术!

从单纯的丰产技术追求数量向产量# 品质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技术研发方向发展' 而且不仅仅关

注 (硬) 技术的发展! 也注重 (软) 技术的整合培育! 后者包括一些管理技术! 如山核桃产品商标的管

理等'

!A!A+

第
+

阶段
!

山核桃经营标准化
$

品牌化
$

生态化
"

!BB&

年以后
% 随着山核桃大小年现象的消失!

农民在保证山核桃产量的同时! 重视不断提高山核桃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山核桃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标

准化# 品牌建设和技术推广等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 同时! 营林技术上更重视生态效益! 出

现了山核桃生态化经营的新模式' 从表
&

可知& 经过
!BB,!!BB-

年矮化早实栽培技术的创新! 认定山核

桃良种
+

个' 随着良种不断推广! 目前山核桃主产区新栽植的山核桃都是经过良种选育的'

!BB$

年!

实施山核桃生态化栽培技术! 生态化经营模式已在临安市和淳安县成立试验示范园区! 并在逐渐推广到

农户'

"#$

市场

从山核桃产业发展过程看! 政策是引导! 技术是支撑! 但市场是前提和关键' 没有市场山核桃产业

无从谈起! 市场需求和价格高低直接影响到山核桃生产

经营者的积极性! 而品牌建设又直接关系到山核桃附加

值的提高与否'

!A+A&

山核桃市场价格不断升高 随着山核桃市场的不

断开拓! 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不断提升! 山核桃的价格

也在不断的上升*图
+

%' 山核桃价格有
&''!

年的
&B"##

元+
;?

!&上升到
!BB'

年的
,*"##

元+
;?

!&

! 平均年增长率

为
!*A'BC

'

!A+A!

品牌建设初见成效 随着市场价格的不断升高!

山核桃经济效益不断增加! 品牌也不断得到提升' 随着

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 山核桃的加工和销售企业更加

图
+

根据实地调查所得的山核桃价格

D:?E42 + F:6;54< G4:62 H9:6: :7 845I =92 8:21J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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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品牌的打造! 已有一些较好的品牌! 但区域品牌仍处于起步阶段"

!$$%

年! 安徽省宁国市成立了

宁国山核桃原产地域产品申报委员会! 正式开始相关申报工作"

!$$&

年!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宁国山

核桃实施原产地域保护" 在
!$$"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 #临安山核桃$ 品牌价值为
%'()

亿元% 通过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各类宣传活动对拓展山核桃市场! 促进区域品牌的建立发挥着积极的

作用"

!"#

组织

研究表明& 山核桃产业发展离不开组织的保障! 而就生产经营层面而言! 从农户到加工企业' 合作

社的变化是产业不断发展的必然途径"

!')'#

山核桃加工企业和个体户竞争加强 各地山核桃生产发展的同时! 注重加工企业和龙头企业的发

展" 截至
!$$"

年底! 临安市共有山核桃加工企业
!!(

家! 年加工能力
!'$$

万
*

以上! 山核桃年加工量

占全国的
+$,

左右" 淳安县山核桃加工' 销售企业共
&(

家! 年加工量达到
$'!&

万
*

" 山核桃企业和个

体户在市场上进入和退出数量趋于相对稳定(表
!

)%

!')'!

专业合作社不断增加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 利用者! 自愿联合' 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如表
!

& 山核

桃专业合作社自
!$$!

年进入市场以来! 数量不断增加% 调研的
!$

家企业中有
)

家企业建立了山核桃专

业合作社! 密切了与当地农民的关系! 有
-)'%,

的企业加入了不同级别的山核桃协会! 并担任理事及会

长等职务%

%

山核桃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 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动因主要体现在政策' 技术和市场等方面! 但调研表明! 山核桃产业

发展又呈现出一些新问题! 面临着新的挑战%

$"%

强度经营方式导致生态性问题日益显现
!

生态化经营理念亟待加强

经营方式是在经营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 农户对山核桃林的经营培育普遍趋于精耕细作! 山

核桃纯林占绝对比例! 由于长期采取垦复及化学除草! 致使树根裸露' 林下植被稀少! 部分林地水土流

失严重! 生物多样性性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已经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生态问题! 表现出了不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 生产过程中大量山核桃果皮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 通常
#'$$ ./

山核桃干籽要产生
%'$$ ./

果皮% 由于山核产量的不断增加! 需要处理的山核桃果皮数量也不断上升% 由于山核桃果皮碱性较强!

不易腐烂! 无论是放在山上还是倒进水中! 都会生严重的环境问题! 虽然已经出现收购山核桃果皮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份
企业

0

家 个体户
0

家 合作社
0

家

进入 退出 进入 退出 进入 退出

表
!

山核桃企业
"

个体户和合作社市场变化情况

12345 ! 678359 :; 5<*9= 2<> 5?@* 23:7* A@B.:9= <7* 5<*59C9@D5

说明& 根据二手资料整理%

吕秋菊等& 山核桃产业的发展过程' 动因及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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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活性炭的厂家! 但目前所消化掉的果皮数量微乎其微! 大量的果皮仍然是随处乱倒乱放! 无法得到合理

的利用" 因此! 使山核桃经营过程中生态性问题不断显现"

同时! 科技人员针对生态化问题不断攻关! 提出了生态化经营理念和模式! 但随着山核桃经济效益

的日趋显著! 一方面产区农户对山核桃生态化经营认知不足! 在调查的
$%"

户农户中! 听说过山核桃生

态化经营模式的农户仅占样本总量的
&&'$&(

" 其中! 村干部中听说过生态化经营模式的比例#

)*'+!(

$明

显高于村民中的比例#

$,'-%(

$! 说明村干部信息来源渠道相对较多! 生态化经营模式的普及度在农户层

面较为欠缺%

!"#

狭小的加工企业规模导致销售市场有待拓展
!

产业链亟待延长

山核桃栽植&加工&销售过程等产业链的延长是该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在此过程中! 加工企业

举足轻重! 它关联效应明显! 上促加工! 下联栽植% 调查表明' 现有山核桃企业以私营企业为主%

!%

家受访企业中有
-*

家是私营企业! 其他
&

家为股份制企业% 其中
.

家企业专业经营山核桃的加工与销

售! 其余企业除山核桃外还经营茶叶( 笋干等其他干果炒货食品% 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被调查企业注

册时间均在
!%%%

年左右! 平均注册资本为
*$'$

万元! 平均现有资产
+%!'%

万元% 临安市
!!*

家山核桃

加工企业中! 年产值
.%%'%

万元以上的企业仅
$%

家! 每家企业平均加工山核桃仅
,,'. /

% 企业规模整体

偏小! 技术水平普遍较低! 大多以初加工为主! 新产品开发滞后! 产品的附加值低% 通过企业和经销商

调查! 山核桃销售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带! 尚未建立起涵盖国内大中城市的产品销售网络% 而且! 调研

的销售商中!

+#'$(

的销售商主要是批发零售! 只有
+')(

的销售商进行品牌专卖%

!"!

从业人员素质低下导致技术应用存在盲区
!

科技培训有待加强

虽然! 近几年山核桃培育等相关技术得到推广和应用!

但是与柑橘
!"#$%& $'#"(%)*#*

! 枇杷 +$",-,#$.* /*0,1"(* 等水果培

育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新技术的研发还没得到充分的推广和

应用% 如在淳安!

!%%+

年山核桃平均产量为
.)#'* 01

)

23

!!

!

而示范基地最高产量为
- +&)'" 01

*

23

!!

% 由于经营山核桃林

的农户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样本户中! 受教育年限大多集中

在初中+

$+',*(

$ 和小学+

$*'&$(

$水平% 山核桃加工企业中!

由于炒制机械要求不高! 从事初级加工的员工数量仍然较

多! 员工的学历较低! 多集中在初中以下! 占样本总量的

.!'"$(

! 其次为高中! 占
$)(

% 被调查的
!"

家企业中员工

有研究生的只有
!

家! 研究生在员工中的比例为
"'")(

! 具

体见图
&

%

&

山核桃产业发展的展望

$%&

生态化经营模式和技术的推广
!

可有效促进山核桃可持续经营

生态化经营模式是由科技人员在试验基础上提出并推广的! 在确保山核桃产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集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病虫害防治( 生态修复等技术于一体的! 有利于恢复和提高林地生产力! 具有

可持续性的复合型经营方式,

)

-

% 针对目前农户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高强度经营导致山核桃林地退化等

生态性问题! 有效的推进山核桃生态化经营! 促进山核桃可持续发展% 其次! 开展山核桃果皮的综合利

用! 如提取果皮中的色素作为染色剂等! 减少果皮对环境的破坏% 目前! 生态化经营模式处于试验示范

和不断推广中! 随着模式推广的不断深入! 有效促进山核桃可持续发展%

$%'

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品牌化战略的实施
!

可大力推进山核桃产业链的延伸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化! 山核桃市场变化越来越频繁! 培育龙头企业! 延长产业链将成为山核桃生

产经营的主流和发展趋势% 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政策来支持和鼓励龙头企业的发展% 而且随着消费者

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意识的增强! 绿色( 环保( 无公害化生产( 加工和经营成为山核桃产业的主要经营理

念和消费需求! 对品牌的追求越来越明显! 因此! 企业在全面提升山核桃的品牌意识方面积极性很高%

一方面! 提高山核桃品质! 另一方面开展品牌经营! 申报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和开展质量标准等认证工

图
&

山核桃企业从业人员文化水平

451678 & 9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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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进行商品注册" 品牌保护和品牌宣传#

!"#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
!

可显著提升山核桃产业发展水平

山核桃技术的创新不但体现在栽培技术上! 而且在加工技术方面也不断发展$ 随着各项技术的不断

创新和推广! 目前山核桃加工企业已经成功开发出炒果类% 仁类" 油类" 糕点类" 酒类和速溶山核桃粉

等六大系类产品! 有效地扩大了山核桃消费群体$ 其次! 技术培训和信息对于农户和企业进行山核桃经

营是非常重要的$ 在调查的
$%%

户农户中! 有
&!'$!(

的农户参加过关于山核桃经营相关培训和科技宣

传活动
)

并有
*&'&+,

的农户认为这些培训活动更好地提高山核桃的经营效益$ 另外! 笔者调查了解到!

平时农户邻里之间也自觉进行山核桃有关信息的交流! 其中经常交流的比例达到
*-'%-(

! 偶尔交流的

有
#"'*!(

& 交流中
"*'-"(

涉及技术上的问题$ 要利用这一近自然的信息交流网! 加强山核桃栽植的示

范带动作用! 在一定的密度中'如以自然村为单位选几户(选择山核桃栽植示范户# 利用示范户的种植经

验! 同时加强他们的经营管理理念% 经营技术培训! 使他们成为栽植能手和专家! 而且能够带动周围的

群众#

山核桃产业发展经历缓慢发展% 大小年现象到现在的稳步增长! 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这和政策% 技

术% 市场和组织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 虽然目前山核桃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是随着生态化经营

模式的推广! 产业链的延伸! 科技的创新和推广! 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将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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