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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橄 榄 里“ 榨 ”出 富 民 产 业
——记甘肃省陇南市以特色产业推动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李琛奇

说起油橄榄，人们首先会想

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实际上，甘

肃省陇南市已被国际油橄榄理事

会认定为油橄榄一级适生区，其

油橄榄基地面积、鲜果产量、初榨

油产量和经济效益目前都居全国

第一，并已进入世界油橄榄分布

图。近年来，陇南市通过大力发

展油橄榄产业，有效推动了精准

扶贫

精准扶贫的关

键是培育贫困人口

的“造血”能力，立

足地方实际，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在贫困地区

精耕细作，找准各

种富民产业的“适

生区”，便是关键中

的关键。

为富民产业找

准“适生区”，要量

身打造扶持政策。

去年以来，甘肃出

台 实 施“1 + 17”精

准扶贫工作方案，

其中之一便是《关

于精准扶贫富民产

业培育支持计划的

实 施 方 案》，聚 焦

6220 个贫困村，精

准发力。甘肃各地

也立足自身产业基

础优势，探索出台

了 一 些 专 项 扶 持

政 策 ，为 产 业“ 造

血 ”注 入 了 原 生

动力。

为富民产业找

准“适生区”，要立

足 特 色 才 能 更 出

色。为突出特色优

势产业，甘肃大力

巩 固 和 发 展 草 食

畜、优质水果、设施

蔬菜、马铃薯、中药

材、制种、酿酒原料

等传统优势特色产业。除了“舶来品”油

橄榄，甘肃地产的定西马铃薯和中药材、

静宁苹果、武山蔬菜、兰州百合、武都花

椒、牛羊肉等特色产品近年来也在市场

上扬名立万，打出了品牌。这些优质农

家土特产经过产业化培育后，进入市场

便成为香饽饽，不再“藏在深闺人未识”。

为富民产业找准“适生区”，既要抓

产业也要盯市场。产业的发展壮大，必

须要经过市场洗礼，否则品质再好、优势

再大，没有市场接纳也最终难有出路。

除了传统的“订单农业”，以陇南为代表

的甘肃贫困地区近年来还大力发展电商

扶贫等新模式，主动培育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填补地理空

间上的劣势，尽最大努力让农民分享产

业链增值收益，不仅为当地群众脱贫找

到了出路，也为更多的欠发达地区探索

出了产业富民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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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阳谷县通过为柳编企业和农户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创新生产模式，逐步形成

“基地+公司+农户”的柳编产业链，产品不仅俏销

国内外市场，还为 8200 余名贫困户和留守妇女老

人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人均年收入达 1.2 万余

元。图为该县大布乡大布村农民正在市场上选购

环保柳编筐篮。 陈清林摄

小柳“编”出致富路

“我们这里是半山干旱地区，以前种小
麦没啥收成，是全镇最穷的村子。”甘肃省
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朱能村村民朱汪汪告
诉记者，现在，他家地里的 10 来亩花椒和
3 亩油橄榄已成为他脱贫的保障。“今年收
入四五万元没问题。”

8 月 1 日，中国油橄榄产业创新战略联
盟在朱能山下的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成立，
这个旨在“引领产业发展、推动技术创新、
整合共享资源、推动精准扶贫”的联盟，将
组织种植户按照标准化生产，建立起我国
产、学、研、种、加、销相结合的现代油橄榄
产业体系，通过油橄榄这个富民产业的发
展进一步推动精准扶贫。

政府推动，适生区里建基地

说起油橄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地中
海沿岸地区。这也是让陇南市祥宇油橄榄
开发公司总经理李建科颇为苦恼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国内也有油橄榄产地。实
际上陇南已被国际油橄榄理事会认定为油
橄榄一级适生区，基地面积、鲜果产量、初
榨油产量和经济效益都是全国第一。”

196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
时，阿政府赠送了一万多株油橄榄树苗，作
为“中阿友谊树”正式引入我国，在长江流
域 8 个省区 12 个引种点试种。1975 年，陇
南市开始引种油橄榄，在全国 12 个引种点
未成气候的情况下，陇南通过引种试验、示
范推广、产业化发展、创新驱动四个阶段的
努力，油橄榄产业一枝独秀，在世界油橄榄
分布图上有了甘肃陇南的名字。

目前，陇南市油橄榄种植面积累计达
54.66 万亩，约占全国的 60%，橄榄油产量
占全国的 93%，鲜果产量占全国 91%，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初榨橄榄油生产基地。

武都区汉王镇的农民桑代林至今记得
村里刚开始种植油橄榄时的情景：“2002
年，政府把橄榄苗送到地头都没人种，后来
在退耕还林的地里试种了500亩。”三年后，
群众看到橄榄果收入比小麦好，开始自发种
植。“如今，家家户户都种油橄榄，小麦一亩
地最好时也就是几百元的收入，油橄榄盛果
期平均每亩能有3000元的纯收入。”

近年来，为推动油橄榄富民产业发展，
陇南市设立了 1000 万元的产业发展基
金 ，专 门 支 持 油 橄 榄 产 业 发 展 ，并 筹 措
1000 万元资金支持建设油橄榄工程育苗
中心。作为面积最大的适生区，武都区专
门出台奖励办法，整合发改、扶贫、林业等
各类涉农资金，同时财政每年安排 1000
万元资金，采取以奖代补、贴息等形式，鼓
励能人大户和企业承包、租赁集体荒山、荒
坡、荒滩，鼓励农民流转土地、集中经营，大
力发展油橄榄。

同时，陇南把适生区符合条件的油橄
榄基地建设全部纳入退耕还林范围，群众
采取土地流转、入股等形式发展油橄榄产
业，全市共建成 500 亩以上示范点 256 个，
近三年全市新发展油橄榄 22.9万亩。

2015 年，陇南产油橄榄鲜果 2.59 万
吨，初榨油 3885 吨，综合产值达 11.85 亿
元。同时，陇南市收集引进油橄榄品种
114 个，建成亚洲油橄榄品种最多的种质
资源基因库，并建成甘肃省油橄榄良种繁
育基地，年繁育良种苗木 1200 多万株，出
圃 500多万株，不但满足了市内需求，还供
应全国各地。

农企联动，产业链上促增收

尽管离橄榄果成熟还有近两个月的时
间，武都区外纳镇稻畦村的党雪林已经对
收获充满了期待。

“一到 9 月底，祥宇公司的车就开到了
地头，果子摘下树后，8 个小时内榨出的油
是最好的橄榄油。”种了几年油橄榄，曾经
的贫困户党雪林说起橄榄油来头头是道：

“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祥宇公司的会员，
从种到收，全程都有人跟踪提供服务。”

富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
动。在武都区，祥宇油橄榄公司自成立后，
就开始采用“公司+基地+协会+合作社+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引导白龙江沿岸
14 个乡镇 6 家合作社 167 个行政村农民种
植，共涉及 24520户油橄榄种植户，带动区
域 18.6 万亩油橄榄种植基地建设。同时，
精心改造原有低产园区，从根本上解决农
户栽植规模不大、管护水平低下、科技含量
不高的问题。

订单种植模式将农户与龙头企业结成
了利益共同体。李建科告诉记者，祥宇油
橄榄公司成立了油橄榄专业合作社，将武
都区种植户纳入会员制管理，免费为油橄
榄种植户提供种苗，跟踪开展种植技术推
广、指导等服务，同时签订原料收购协议，
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1 元进行保底收购，帮
助种植户从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中增
加收入。几年来，祥宇公司已累计支付油
橄榄收购款达 6亿多元。

目前，陇南已有油橄榄加工企业 14
家，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初榨油生产线 17
条，形成了每个榨季处理油橄榄鲜果近 3
万吨的生产能力。记者了解到，陇南油橄
榄适生区涉及武都、文县、宕昌、康县四个
县区 42 个乡镇、40 万人口，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7600 户、贫困人口 3.44 万人。据
统计，近三年来，陇南通过油橄榄产业助
推 ，适 生 区 贫 困 人 口 减 少 到 2015 年 的
4398 户、18910 人，贫困发生率由 10.4%下
降到 5.7%；油橄榄适生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加到 4013 元，同比增长 17%，产业贡献
值平均达到 2200元。

创新驱动，树立品牌抢市场

“陇南油橄榄试验示范取得的成功，挽
救了中国的油橄榄产业。”中国林科院油橄
榄专家邓明全说，“中国油橄榄发展应当看
陇南。”

一个产业的发展何以引起业内专家如
此高度的关注？据统计，近年我国每年进
口橄榄油在 4.5 万吨左右，目前以陇南为
主的自产橄榄油仅占市场份额的 8.6%。
因此，油橄榄作为新兴的富民产业，不仅扶
贫效果明显，市场潜力也值得期待。

依托国内领先的基础优势，陇南与中
国林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
组建专家创新团队和课题组，联合开展科
研攻关，连续两年开展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活动，2014 年油橄榄鲜果产量 1.55 万吨，
2015年达到 2.59万吨，增幅达到 67%。

随着种植、加工规模的不断扩大，陇南
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油橄榄研究所，组建了
3 个油橄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出了
食用橄榄油、橄榄油系列化妆品等 10 大类
80 多种产品。同时注册了“祥宇”“田园品
味”等相关商标 43 件，无公害产地认证 14
项，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唯一的“国家
油橄榄示范基地”，陇南橄榄油被国家质检
总局评审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作为国家橄榄油标准制定的唯一企
业，在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公司产品展
厅内，有一组市场上较为常见的几种橄榄
油产品的成分检测分析。“我们曾在欧洲油
橄榄产地做过调研，当地特级初榨橄榄油
每斤售价折合人民币 250 多元，而进口到
国内后价格却不到国外产地一半。”祥宇公
司总经理李建科说，目前不少所谓的进口
特级初榨橄榄油实际上是调和油，这一方
面为国产橄榄油提供了广阔的竞争空间，
另一方面也实际损害着消费者利益，“因
此，我们建议国家应建立‘橄榄油质量检验
监测中心’，对国内市场橄榄油及其制品进
行质量管控”。

中国油橄榄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梅方权表示，未来几年，将推动陇南建设油
橄榄良种繁育园、科技展示园和橄榄油精
深加工工业园等“三个园区”，建设国家油
橄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油橄榄种质资源
中心、油橄榄技术服务培训中心和全国油
橄榄产品集散中心等“四个中心”。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陇南市油橄榄
基地总规模将达到 100 万亩，稳产后油橄
榄鲜果年产量达到 33 万吨，年产油 5 万
吨，产值达到 120 亿元，陇南将建成中国自
产橄榄油生产基地。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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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育马援新疆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云克

看到自家牧场里已经
1 岁多的 4 匹半血小马驹
茁壮成长，新疆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特克斯县阔克铁
热克乡牧民买买提·托胡
提欣喜之余，专程赶到伊
犁德瑞骏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道谢：“俺今年这几
匹小马驹每匹能卖四五万
元，比以前普通马驹每匹
多卖 3 万多元，多亏公司
提供的服务啊。”

买买提·托胡提是地
地道道的新疆牧民，家中
世代以放牧为生。2014
年 5 月马匹繁育季节，他
将家中的 4 匹适龄母马拉
到伊犁德瑞骏发生物公司
开设的配种站，自主选择
了合乎心意的种公马进行
繁育，配种率达到百分之
百。2015 年 4 月，他家
的马顺利产下 4 匹健康漂
亮的优良品种小马驹。

买买提·托胡提的经
历，是青岛德瑞骏发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援助新
疆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据公司总经理张建军介
绍，德瑞骏发公司在新疆
成立了伊犁德瑞骏发公
司，就是为了实施科技育
马援助新疆，3 年多来，
公司已经为新疆伊犁州的
农牧民繁育改良马匹近两
千匹，直接为当地牧民增
加收入近 6000万元。

在位于青岛即墨市的青岛德瑞骏发公司良种马
基地，记者看到了包括汗血宝马在内的多匹宝马良
驹。据介绍，青岛德瑞骏发公司建设的青岛市现代
马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国内首创，其所研发的马
胚胎移植等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
多项国内空白，获得十几项国家发明专利。

“近几年,受国内赛马、马术等产业经济快速发
展的影响,新疆马产业快速发展,马价快速攀升,但
是,良种马仍然供不应求。”青岛德瑞骏发公司副总
经理邹志钢介绍说，新疆是我国传统的养马大区,
马匹存栏数量达 80 多万匹，但随着国内赛马、马
术产业对良马的需求大增,伊犁州能真正掌握人工
授精、胚胎移植技术的人才很紧缺，成为养马产业
的发展瓶颈。

科技育马援新疆有着广阔的舞台。邹志钢介
绍，2012 年底,青岛德瑞骏发公司在新疆伊犁州成
立了控股子公司,截至目前，运用先进的马胚胎移
植和人工授精等技术,采用“政府+公司+农牧民+
担保公司”的“特克斯经营模式”，为新疆伊犁州
的农牧民繁育改良马匹近 2000 匹，实现了“汗血
宝马·新疆造”的多年夙愿，所生产的优良品种马
驹价格是本地马驹的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马的附加值成倍增加，极大地惠及了农牧民，为当
地牧民增加了收入，带来了致富的福音。

“以前,养一匹土马大约能卖 5000 元到 10000
元,现在,养一匹改良马,能卖四五万元。”近日,在
青岛德瑞骏发公司举行的 2016“泰山天山手拉手,
科技育马援新疆”技术培训班上,新疆伊犁州昭苏
县喀拉苏乡牧民苏莱曼道出了他养马近 10 年来感
受到的最大变化。

据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特克斯镇兽
医站站长德格代介绍，以前当地牧民每年通过马匹
自然交配繁育的小马驹都是一些当地品种，矮矮小
小的，司空见惯。“现在走访牧区，新出生的小马
驹身高和体型都非常漂亮，生长到几个月还未分群
的小马驹身高已经接近生产母马，实在是太令人震
撼了！”

据悉，为了让新疆更多的农牧民受益，青岛德
瑞骏发公司将从今年起，以伊犁州为辐射点，以更
加灵活适用的经营形式，在全疆推广以马的冷冻胚
胎和冷冻精液为主要产品的马匹繁育改良工作。选
取伊犁州几个县市作为推广细管冻精改良示范点，
成功后在全疆进行推广应用。同时，该公司将在新
疆建立马匹饲养调教中心和细管冻精生产基地，以
更好更便捷地为牧民服务。

明亮的图书阅览室、宽敞的文体活动
室，玻璃橱窗式宣传栏、高标准的文化大
舞台、文化广场，配备安装的各种体育健
身器材和广播器材⋯⋯在河南省沈丘县一
些乡村，村综合文化中心正在成为最吸引
人的去处。

今年以来，河南省在全省推进了“百
县万村示范工程”建设。作为响应中央和

河南省委扶贫开发工作、落实中宣部“基
层工作加强年”的重要举措。“百县万村
示范工程”建设，意在通过整合宣传、文
化、新闻出版广电、体育等有关部门的资
源和力量，探索建立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管理、使用的基本模式，不断满足
贫困地区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按照规划，河南首先在全省选取 664
个贫困村作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按照“七个一”的基本标准进行建设。
即：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

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
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
材。

在已经建成的示范点沈丘留福镇代营
行政村，记者看到文化广场、文化室已经
成为当地村民闲暇时间的好去处。

“以前没事的时候，乡亲聚在一起不
是唠嗑就是打牌、搓麻将，业余文化生活
比较匮乏，自打村里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建成后，这里就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聚集
地。我们还自发成立了荣娟广场舞蹈队，

学跳广场舞已经在村里蔚然成风，早晨、
傍晚都来这里练舞，村里的男女老少跳舞
的、看舞的都聚集在此。”留福镇代营行
政村村民肖女士说。

“百县万村示范工程”激发了农民群
众参与工程建设的热情。沈丘县东城办事
处农民曲艺爱好者于存祥结合精准扶贫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编排了 《带着四
婶奔富路》《预备党员查岗》 等贴近群众
的节目，深受群众喜爱。

丰富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广大农民群众
脱贫致富的精气神。沈丘县呈现出“忽如
一夜春风来，新兴产业百花开”的良好格
局。据该县工商局、商务局的信息显示，
目前全县已有 1000 多名农民工陆续返乡
选准致富项目。新注册企业 76 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22户、个体工商户245户，发
放创业小额扶贫贴息贷款 194 笔 1236 万
元，惠及农户 186户，新上书画、电商及
种养加精准扶贫项目 216个。

▲站在朱能山上放眼望去，白龙江两

岸的山山岔岔种满了橄榄树。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

朱能村村民朱汪汪（右）与村

支书查看油橄榄的生长情

况。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