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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资本下乡

可从特色着手
瞿长福

柴 达 木 枸 杞 红 起 来
本报记者 石 晶 马玉宏

本版编辑 李 亮

目前，柴达木盆地种植枸杞的面积达 30.3 万亩，成为国内第二大枸杞产地。随着种植规模

的不断扩大，柴达木枸杞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日渐提高，但快速发展的种植规模与市场开拓不

相符等诸多问题也不断显现。如何破解柴达木枸杞产业遇到的难题，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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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颗 山 杏 是 怎 么 升 值 的
——河北山杏产业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于 泳 雷汉发

产品品质咋提升

青海省格尔木市大格勒乡龙羊村原来种植青稞村民人均
收入 5000 多元，现在改种枸杞，村民人均收入能达到 3 万
元。而与其毗邻的菊花村，农民种枸杞人均收入达到了 8 万
元。为什么同样种枸杞，两个村的收入相差如此之大？经了
解，菊花村是绿色枸杞示范基地。前两年通过与企业合作，按
企业的有机标准化生产规范种植枸杞，菊花村的枸杞售价比
普通枸杞高出一半以上。

康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格尔木分公司从 2009 年开始从
事有机枸杞生产，目前企业自有枸杞种植基地 3000 亩，通过
农户加盟方式拥有枸杞种植面积 2100 亩。企业要求农户指
定用药，集中管理，中途使用的物资由公司统一提供发放。“收
购有机枸杞的检测标准高，确保质量合格才能进入国外市
场。”公司经理李宁说，“我们每年接待 30 多批外商，有机产品
供不应求。去年有机枸杞每公斤均价是 18 美元至 20 美元，
今年是 22美元一公斤，是普通枸杞的十几倍。”

种植有机枸杞科技是关键。大格勒乡技术员星五光说：
“这几年种植枸杞的规模越来越大，技术支撑任务重。农户文
化水平较低，接受新事物较慢。在培训中讲得已很清楚了，可
一到地头实际操作时，农民很难按我们的要求做。栽植、浇
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采摘、晾晒等 7 个步骤一个都不
能少，每个阶段我们都要进村指导。”

格尔木市市长罗保卫认为，种植管控决定产品品质，提升
枸杞品质要推行枸杞生产的产业化和园区化。目前，格尔木
有关部门主推植物源有机肥料，给予施用有机肥料多的企业
和合作社补助。格尔木计划通过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建设，逐
步建立电子管控系统。到时候，只要一打开电子视频，施肥、
打药、灌溉等环节就看得清清楚楚，消费者通过二维码扫描，
可以追溯产品质量体系。

销售市场咋开拓

记者走进格尔木与都兰县之间的诺木洪农场，冬日戈壁
滩上成片的林地间是 8 万多亩枸杞基地。诺木洪农场承包户
马二都么尼是从甘肃临夏过来的，他承包了农场 50 亩地，一
年一亩地租金 680 元，去年枸杞干果总共卖了 28 万元。当问
及枸杞销到哪里去了时，马二都么尼说：“头茬和二茬的好果
子都在地头晒干卖给了宁夏中宁的收购商，这些收购商将诺
木洪的枸杞运回宁夏贴上中宁的牌子再销售到全国各地。三
茬果子卖给了河南来的收购商。”

因为交通不便、观念落后等原因，当地农民出售枸杞还主

要通过上门来的收购商。
记者了解到，青海海西州有两个枸杞交易市场。诺木洪

农场就有海西州政府投资 1300 万元建的交易市场。另一个
交易市场在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司的厂区内。公司生产总
监雷涛说：“建交易市场时当地政府拨付了 50 万元，但去年收
购季这里一单交易都没有，农户们普遍在地头交易。”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海西枸杞种植的一个怪圈：柴达木
的枸杞苗木来自于宁夏，一株 3 元到 7 元不等，因气候等因素
苗木运到柴达木需要假植一月左右再移植到耕地里，成活率
60%至 70%，3年后，挂果的枸杞又被销回原苗木产地。

海西州畜牧局农科所的任刚告诉记者，目前海西州还没
有自己的苗木繁育基地，制约着枸杞产业的发展。到目前海
西州农科所自主选育成功了 3 个品种，1 号、2 号品种主要用
于制干，3 号品种以鲜食为主。“在这里繁育的苗木，对水土和
气候的适应性更强，但是短期内苗木培育的速度无法跟上种
植规模的发展速度。”任刚说。

近几年海西州推广的近 10 万亩枸杞种植基地所用的枸
杞种苗都来自外地，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民、合作社和企业的种
植成本，减少了经济效益，而且导致柴达木枸杞在市场上难以
形成价格优势，不利于产业发展。

柴杞品牌怎么打

据了解，每年到了枸杞收获期，大批的宁夏收购商都会到
海西州低价收购枸杞，再换上“宁夏极品枸杞”牌子销售。青
海许多零售商表示，只要顾客知道了柴达木枸杞的品质，都非
常愿意选择购买。海西州人大常委会主任乔学智说，我国西
北地区是枸杞主要种植区和分布区，柴达木盆地是世界上野
生枸杞的集中分布区,也是唯一的野生枸杞资源分布区。

“一个响亮的品牌可以给枸杞产业带来质和量的长足发
展。目前海西州各地注册的枸杞商标有 40 多个，品牌多而杂
乱，市场认知度低，没有形成统一的柴达木品牌。柴达木枸杞
有实无名的现状，使产品优势无法转换为商品优势。”格尔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明说。

“拥有丰富的先天资源的同时，如何成就一个完整的枸杞
产业链，并在品牌建设、产品多元化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有大突
破，成为海西州枸杞产业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海西州农牧
局副局长李建新说，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海西州开始意识
到枸杞品牌的缺失和深加工能力的不足。2012 年，海西州决
定全州枸杞统一使用“柴达木”品牌，深度挖掘枸杞起源文化，
赋予柴达木枸杞品牌一定的文化内涵。

柴达木枸杞品牌发展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当地积极制定
品牌发展战略，使柴达木枸杞产品真正成长为知名品牌。

春节前后，各地都发布了农民增收的消息。从

务农收入来看，像柴达木枸杞、河北山杏等特色农

产品在务农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已成为许

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抓特色农产品、搞

特色农业，就成了当前一些地方推动农业发展的主

要路径和重要抓手。

发展特色农产品受到更大重视，给工商资本下

乡提供了宽畅的渠道和广阔的舞台。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工商资本走向农村。但是，工商资本如何下

乡，从哪里下乡，没有统一路径，也没有固定模式，

需要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特色农产品具有经

济效益高、技术要求高等特点。从现实国情和农情

看，特色农产品非常适合工商资本下乡发展，有利

于下乡的工商资本发挥个性、扬长避短。

对工商资本来说，发展特色农产品回报率比种

植大田作物高，既能保证企业较好收益，也能让农民

获得更高收入。而且发展特色农产品，避免了工商

资本长时间、大规模流转农田的一些弊端和风险。

具体操作中，工商资本的长处在于链条管理、

品牌营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而发展特色农产品的

成败取决于三个环节：源头种植、加工贮存、市场销

售。多年来一些地方特色农产品做不好，就在于这

三个环节是“老寒腿”、站不起来。如果工商资本

下了乡，用企业化思路和手段来打通这三个环节，

长期制约特色农业发展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从源头种植看，一家一户农民发展特色农产品

的缺陷在于缺乏优良品种、缺乏先进技术等，有的

地方虽有专业合作社牵头，但合作社由于没有龙头

带领，对成员的引导力和影响力有限。农民对某一

产品在区域范围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种植规模、收获

产量一无所知，农民常常抱怨的农产品“多了多了、

少了少了”就是这么来的。而作为市场中最活跃的

“鱼”，作为组织化生产天然产物的工商企业，解决

这些难题正是其本来功能，具有天然优势。

在加工贮存方面，许多特色农产品虽然走出

“深闺”，但因为不懂市场不善打扮，或者缺乏实力

无法打扮，在市场上“人参卖出萝卜价”的并不少

见。又因为农产品的保鲜特性，许多农产品失去了

恰如其分或者水涨船高的市场机会。在品牌营销

上，一些特色农产品吃的亏、受的害更大。因此，如

果能恰到好处地引入工商资本，用与时俱进的市场

化思维、企业化思维来推进传统农产品发展壮大，

将使特色农业尽快插上现代农业的翅膀。

从目前市场来看，一些成功的农产品品牌大

都是工商资本介入带领的结果，这为工商资本下

乡与特色农产品结合开了好头。我国特色农产品

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巨大、发展潜力巨大，需要各

种工商资本真正下乡引导。只不过在下乡之前，需

要厘清几条思路：农业是长线投入，不可只图短期

利益；农产品总体属于薄利产品，不可贪图一时暴

利；保护农地事关子孙长远，不可“挂羊头卖狗肉”。

做 好 了 这 些 准

备，工商资本下

乡 将 会 实 现 多

方的共赢。

柴达木枸杞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

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坚持“品种优良化、生产

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的思路，通过品牌建设、

扩大规模、优化品种、提高产量和品质、强化

产品深加工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枸杞产业进

一步发展壮大。

要瞄准国际高端市场，进一步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全力支持和帮助枸杞生产加工企

业推进枸杞的无害化、绿色化、有机化生产。

要严格按照生产定位标准化、产品定位精细

化、质量定位有机化、市场定位高端化，实施

精品战略，努力把枸杞打造成为百亿元产值

的产业，把青海海西州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

有机枸杞生产基地。

要把工业化的管理理念、组织方式、营销

手段引入枸杞种植、生产、加工、经营的全过

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整合。要

统筹各类资金和项目，集中精力在海西州范

围内打造德令哈、都兰、格尔木 3 个枸杞种植

示范园区。要实行标准化种植、专业化服务

和精细化管理，逐步使枸杞生产经营方式从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转向“协会+企业+基地+

农户”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专业化

生产。

要加强柴达木枸杞产业发展的科技攻

关。在种植环节，重点深入研究适合柴达木

本地生长的苗木繁育技术和有机枸杞种植、

病虫害综合统防统治技术，提升枸杞质量和

抗病害能力。在加工环节，着重加快枸杞烘

干设施研发及技术推广，推动企业增加制干

设施，积极推广热风烘干道节能改造技术，淘

汰自然晾晒的传统作法，有效降低经营成本。

要拓宽枸杞产品的销售渠道。要积极鼓

励企业在全国各地设立枸杞产品营销网点，

建立专卖店、订单销售、网上交易与农户零售

的立体营销体系。要成立枸杞市场管理机

构，搭建枸杞系列产品的营销信息平台，推行

免费入驻交易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吸引

种植、流通、营销企业入驻开展枸杞产品交

易，同时要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强化枸杞产品

质量检测，维护柴达木枸杞品牌的良好形象。

要大力发展柴达木枸杞深加工产业，不

断延伸产业链条。在德令哈、格尔木、都兰等

市县建设专业化枸杞精深加工区，吸引国内

外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入园建厂。要加快枸杞

精深加工项目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推进枸杞

产品向保健、医药、美容领域拓展延伸，提高

枸杞产业的综合效益和整体实力。

（作者为青海省德令哈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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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山杏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北
方省份。在河北，山杏的生长区域与燕山——太行山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基本重合。一颗小小山杏，已经在这些地方
担当起绿化大山和富裕农民的重任。

绿荒山 生态效益渐显

燕山山脉一带，地少石多，干旱少雨。初到燕山的人会
发现在山的阳坡，除了山杏，很少有其他树种。“山杏耐寒耐
旱，在岩石裸露的阳坡、半阳坡，干旱瘠薄的黏土、沙土、砾
质土、盐碱土和高山陡坡均能生长并形成群落。”承德市林
业局果桑工作站站长李子海说。

承德是我国山杏四大集中产区之一，现有山杏林 450
万亩，其中平泉县的种植面积就达到 67万亩。当地农民说，
山杏树异常顽强，树有多高，根就顺着石头缝扎多深。平泉
县林业局局长胡景东告诉记者，在水土流失较严重的阳坡，
营造 10 万亩山杏林，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 30 万吨。近几
年，特别是国家启动治沙和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平泉县在浅
山缓坡上新栽山杏林 25.2 万亩，占退耕还林总面积的 37%，
减少土壤流失近 70 万吨。而且，通过种植山杏林，全县森
林覆盖率提高了 13.6个百分点，达到 56.2%。

张家口也是全国山杏主产区，从 2001 年国家实施退耕
还林政策以来，该市下大力气种植山杏，发展山杏林面积占
到了退耕还林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截至 2012 年，张家口杏

扁基地面积已达 218 万亩，其中蔚县、涿鹿两县均超过 60 万
亩。位于小五台山脚下的蔚县常宁乡，年平均温度只有 6.5
摄氏度，种庄稼亩产不过百斤左右。目前全乡已经发展杏
扁 22500 多亩，人均近 3 亩，每亩收益约在 300 元以上，成为
杏扁专业乡。

重管理 科技助力增收

承德市林业局曾向全市果农和林农印发了一本名为
《林果致富项目精选》的小册子，其中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
山杏增产的技术要点。小册子印发后，深受当地农民喜
欢。据承德市林业局副局长封捷然介绍，山杏树好管理、病
虫害少、管理技术简单，农民容易掌握栽种技术。山杏树定
植后第二年就能结果，第三年就能有一定产量，第四年就进
入盛果期。每亩山杏林一般年份产杏仁 10 斤，按近年市场
价格每斤 10元计算，每亩可获 100元收益。

山杏一般四月中旬开花，但平泉县每年四月末常有一
场霜冻，一般年份花期霜冻可使山杏减产三成至七成。
2002 年，平泉县开始与河北林科院合作，研究晚花山杏技
术，一些技术已经开始试验应用。2009 年，平泉县还把一
处位于县城黄金地段的地块无偿提供给北京林业大学，由
其建设北方科研基地。北京林业大学北方科研基地的任务
之一就是选育晚花山杏品种，研究山杏高产改良技术。

为了更好地提高山杏种植效益，平泉县对山杏进行改

良，成功改接了杏扁、李子、食用杏等收入较高的经济林木，
大大提高了农户的收入，目前优质杏扁种植面积达 4 万亩，
产值达 1200 万元。在平泉县，截至 2012 年末，仅山杏种植
就能够为主产区农民贡献人均纯收入 300 元，山杏延伸的
产业可为全县农民贡献人均纯收入 200元。

连产销 企业成为龙头

北五十家子杏仁交易市场是平泉乃至全国山杏产业链
条上重要的一环。这个国内最大的杏仁集散地已形成了

“买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卖全国，走世界”的购销网络，
占据了国内杏仁七成的市场份额。

“我们平泉每年消化的杏仁超过 4000 吨，本地产杏仁
根本不够用，需要从外地大量调入。”据杏仁交易市场运营
负责人薛尽禄介绍，杏仁经脱苦、筛检等初加工后，统一销
售给国内杏仁饮品加工企业及韩国、日本、丹麦、英国、德国
等国外客商。每年整个市场的销售收入能达到 2亿元左右，
其中出口创汇近 4000万元。

在蔚县，通过产销协作积极开拓市场的企业也不在少
数。据蔚县杏扁经销总公司总经理陈冬明介绍，公司是专
门从事杏仁经营加工、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的出口创汇型
特色龙头企业。公司现有杏仁粉、杏仁片、杏仁丁、杏仁熟
食品、杏仁油、杏壳活性炭等生产线,公司的“华蔚”商标被
认定为河北省著名商标。

2 月 11 日，三亚市凤凰镇槟榔河片区妙

林村村民在摆放刚刚采摘的黄瓜。

春节过后，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槟榔河

片区妙林村的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农民

们忙着在菜地里进行田间管理，或采摘已经

成熟的冬季瓜菜。

新华社记者 张永峰摄

节后田间忙管理节后田间忙管理

2 月 11 日，永泰县城峰镇穴利村村民陈

木光在果园里为青梅树打药防病。

新春伊始，福建天气逐渐转暖，各地农民

抓紧春耕备耕，为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青海格尔木大格勒乡农民在收获枸杞青海格尔木大格勒乡农民在收获枸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玉宏马玉宏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