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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同心县大力拓展圆枣产业——

做 足 旱 塬 枣 文 章
本报记者 拓兆兵

驱车进入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境

内，沟壑纵横，峁岭连绵，旱塬广阔。

干旱的自然条件让外来者深感意外。

然而，满眼黄土中，公路边和山坡

上不时有成行的枣树掠过，成为难得一

见的绿化树。

近年来，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地

处宁夏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将生态建设

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积极发展同心圆枣

产业，8 万亩圆枣成为干旱带上亮丽的“产

业绿”，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形成了生态建

设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不但助力该县

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也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保驾护航。

此外，同心县通过大力发展“枣旅融合”“枣

粮融合”“枣禽融合”等，走出了干旱区一二三产

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枣坚强”改善生态

“同心县年降水量只有 200 毫米，十年九

旱，土地贫瘠，这里能够存活的树木很少，但枣

树是一个例外。”同心县自然资源局产业办工

作人员顾文说，枣树是典型的旱生植物，相比

宁夏其他品种的枣树，同心圆枣更加耐旱，因

为同心圆枣以尽可能多地储藏、保存水分并减

少蒸腾失水的方式来调节体内的水分平衡，以

适应干旱的严酷环境。

来到王团镇黄草岭村，成片的枣林映入眼

帘。挂着树牌的 90 多株百年以上老枣树是同

心圆枣历史的见证。据测定，最古老的一棵树

高 15 米，胸围达 2.2 米，主干达到 0.7 米，树龄

300 多年，历经沧桑岁月，其单株产量仍保持在

100 公斤左右，显示了超强的生命力。

“老树具有更强的抗旱性。2005 年、2006

年，王团镇经历了 50 年不遇的大旱，年降水量

不足 100 毫米，这些枣树都没有旱死，扛了过

来！”顾文自豪地说。

同 心 圆 枣 是 旱 塬 上 的 奇 迹 ，堪 称“ 枣 坚

强”，不但生存能力超强，防风固沙能力也强，

枣子品质也很好。因此，近年来同心县结合实

际，采取集中连片、整村推进的方式，以惠平公

路沿线、固海扩灌渠周边、福银高速公路两侧

三大区域为重点，在全县建设 3 个 5000 亩圆枣

种植示范基地，10 个千亩以上圆枣种植示范基

地，形成了 8 万亩的规模，挺起了黄土旱塬上生

态 屏 障 的 脊 梁 ，庇 护 着 村 庄 和 家 园 。

“别看我们这里干旱缺水，但因为有枣树，村子

的小环境和小气候不错。5 月份枣树绿了，满

眼绿色赏心悦目。开花的时候，村子里到处是

甜甜的枣花香。9 月份枣子红时，叶绿枣红，就

更美了！”黄草岭村村民贺吉贵说。

黄草岭村的小环境好了，同心县的大生态

也得到了改善。近年来，当地野兔等野生动物

多了起来，局部降水量有所增加，城里人开车

到枣林观光渐成潮流。

“枣产业”竖起品牌

同心圆枣除了适应性超强外，还具有结果

早、丰产性好、经济寿命长、经济效益高等优

点，因而既是国土绿化的主要树种，也是当地

重要的经济林树种。

“在正常管理条件下，同心圆枣 3 年即可挂

果，7 年生枣树亩产可达 800 斤以上。同时，由

于其萌芽迟、开花晚，不受频繁发生的晚霜冻

害的危害，也不容易裂果，可连年丰产稳产，是

中部干旱带真正的‘铁杆庄稼’。而且，同心圆

枣品质还非常好，鲜枣皮薄、肉厚、果形饱满，

曾获得首届中国枣业大会金奖并被评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同心县自然资源局产业办主任

余凤梅说。

不过，由于栽种历史长，扩张速度快，同心

圆枣也存在品种不纯、管理粗放、品质良莠不

齐等问题。要想产业化，卖上好价钱，就必须

统一标准、提高质量、擦亮品牌。为此，这几年

同心县制定产业提质规划，依托圆枣龙头企

业，走上了规范化、精细化种植道路，着力打造

“同心圆枣”品牌。

走进宁夏圣峰百年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在

同心县石狮开发区的万亩枣树基地，一行行枣

树如同队列一样，整齐漂亮。该公司是宁夏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8 年流转了 1.55 万

亩圆枣。同心县在倾力支持基地发展的同时，

也给基地制定了 5 年规划和任务，每年验收规

定任务，督促企业把圆枣产业经营好。

“从 2018 年开始，我公司连续 3 年对几个

圆枣主产区的 1.55 万亩枣树进行了嫁接改良

和补植补造。改良品种全部为裂果轻、病虫害

少的同心圆枣。我们实行网格化精细管理，亩

产达到 1000 斤左右，大幅提高了同心圆枣的品

质、产量和商品率。”该公司董事长马晓峰说。

为了更加突出绿色无污染的优势，公司还种植

绿色圆枣 1000 亩、有机圆枣 400 亩，生产绿色

有机果枣，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在追求绿色、健康的当下，同心圆枣优良

的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畅销全国。据

测算，当地扬黄灌区种粮食每年每亩需要灌水

500 立方米，而盛果期的枣树，只需要每亩每年

补水 5 至 10 立方米，就可保证亩收入千元以

上，从水资源的利用看，其效益是粮食作物的

数十倍。

“枣融合”开辟新路

在中部干旱带，水资源是

宝 贝 。 尽 管 栽 种 圆 枣 效

益好，但一些圆枣

企业并不满足于此。因为浇灌一亩枣树的水，

还 可 以 附 带 着 种 草 、养 鸡 等 ，产 生 更 大 的 效

益。因此，这几年同心圆枣从规模扩张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圆枣+”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主

要方向。

来到宁夏圣峰百年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生

态鸡扶贫产业园，3000 亩林下养殖区十分开

阔，一只只生态鸡在枣树下溜达觅食。该园区

是西北规模最大的林下养殖生态鸡园区，年出

栏“同心生态鸡”10 万只，年产值达千万元。在

这里，枣树为生态鸡提供林荫和果实，生态鸡

为枣树除草除虫，粪便作为肥料，实现了生态

循环。丰富的食物种类、广阔的生存空间保证

了生态鸡的肉质鲜美。

“我们养殖的生态鸡质优价高，5 个月出栏

每只鸡卖 110 元，12 个月出栏每只鸡卖 160 元，

彻底解决了因喂养周期增加所带来的饲养成

本转嫁问题，同时也提高了为村民代养的生态

鸡的价格，成功带动村民增收。”园区负责人马

占武说。

“枣禽融合”好，“枣粮融合”也带来可观效

益。2018 年以来，该公司在满春等片区建设了

3000 亩枣、杂粮、土豆、蔬菜间作区，在余家梁

片区建设了 6000 亩枣、谷子、毛豆、苦荞间作

区，年产值数千万元。目前，该公司林下经济

达到了一万亩，今年准备申请国家级林下经济

示范园。

与此同时，“枣旅融合”蓬勃发展。在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该公司依托 1.55 万亩枣树基

地，投资 5000 万元建成满春休闲农业观光园，

内设 1560 亩百果采摘园、1000 亩玫瑰观光园、

500 亩风车稻草人观光园、100 亩“世界名鸡观

赏园”等，建成了游客接待中心、窑洞民宿等，

形成了观光、采摘、餐饮、民宿、娱乐及农产品

加工销售产业链。

同样的一亩地、同样的一方水，产业融合

发展后，其效益是单纯种植圆枣的好几倍，实

现了显著的复合效益。2022 年，宁夏圣峰百年

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产值达到了 8000 多万元，今

年有望突破亿元大关。产业强了，带动农民增

收的能力也就强了。该公司辐射带动基地周

边 5 个乡镇、8 个行政村 2900 户农民增收，帮助

6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出重大贡献。

而今，圆枣产业在同心县又成为了乡村振

兴的好抓手。

“生态好起来，产业强起来。我们将继续

抓好圆枣产业，打造以同心圆枣核心区、林下

特色种养区、森林休闲观光区为主的同心圆

枣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样板基地，形成产业链

长、关联性强、带动农民作用明显的区域特色

产业，努力推动乡村振兴。”同心县自然资源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伟说。

切实防范森林火灾

常

理

森林是丰富的绿色宝库，

具有调节气候、蓄涵水源、防风

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一系

列功能，与人类发展和自然界

的生态平衡息息相关。保护珍

贵的森林资源，让绿色成为中

国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是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

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累计完成造林 9.6 亿亩，森林资

源总量持续增加、质量稳步提

高、功能不断增强。森林资源

的不断丰富为改善民生福祉、

促进绿色发展、维护生态安全

奠定了日益坚实的基础。

同时，森林资源也是十分

脆弱的。一次不经意的野外

用 火 ，一 次 无 意 识 的 火 种 丢

弃，都有可能引发火灾，带来

无法挽回的后果。森林火灾

不仅会烧毁成片的林木，伤害

林内生物，而且还会降低森林

的更新能力，导致生态环境失

去 平 衡 ，而 这 些 危 害 往 往 需

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恢

复 。 可 以 说 ，火 灾 是 森 林 的

“头号敌人”。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一方面要做好“加

法”，增加森林资源总量；另一

方面更要注重做好“减法”，减

少一切有可能对森林造成损害

的行为，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绿

色家底”。森林防火工作在任

何时候都不能松劲懈怠，要时刻绷紧神经，以高度

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完成好森林防火灭火的

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国家生态安全。

增 强“ 防 ”的 能 力 。 由 于 森 林 火 灾 的 突 发

性、复杂性、危害性，预防工作是重中之重。眼

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人们外出踏青、农耕用

火、民俗祭祀等活动增多，森林防火进入了关键

期。要推动森林防火工作向事前预防型转变，

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从源头上防

控火险。近年来已经查明火源的森林火灾中，

人为原因引起的占 90%以上。要通过各种方式

深入开展防火宣传，提高全民防火意识，管住生

产用火、农事用火等火种，筑牢森林防火的第一

道防线。

提升“灭”的本领。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发现

得越早，处置得越及时，局势就越好掌控，“打早、

打小、打了”是应对任何火灾的不变法则。近年

来，随着国家的持续投入和新科技的不断融入，我

国森林灭火能力稳步提升。比如，通过轻型全地

形车、消防机械外骨骼、单兵助力牵引车等装备可

以解决地形复杂、山高路远等困难；大功率风力灭

火机、车载重型水泵、履带式森林消防车等装备，

可有效提高森林消防人员的综合作战能力。下一

步，要继续走好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之路，

着力提高火灾扑救效率和重点区域风险防范化解

能力。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各地区各部门要

进一步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推动“防”“灭”工作同频共振，切实防范森林火灾，

守护绿水青山。

山南高原更绿更美
本报记者 代 玲

走进平均海拔 3700 米以上的

西藏山南市桑日县增期乡雪巴村，

干 净 的 村 道 上 绿 色 的 大 垃 圾 桶 格 外

醒目。

“现在，每家每户门前都有垃圾桶，每周

有专门的清运车辆将垃圾转运到县里的处理

中心集中统一处理。”雪巴村第一书记晋美罗布

说，经过多轮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不仅村里的环境好了，生态美了，而且大家自觉

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了。

“要是村里脏乱差，怎么发展乡村生态旅游

嘛！”晋美罗布说，现在，村民谁都知道保护好生

态就是保护好饭碗。

原来，有着良好温泉资源的雪巴村，近年来

逐步发展起了温泉旅游，并取得不错效益。

“目前，我们月均游客数量达 2 万余

人，村集体经济从 2017 年的 68 万元增长

到 2022 年 的 389 万 元 ，每 户 分 红 从

2017 年的 5000 元增长到 2022 年

的 3.5 万元。”晋美罗布说。

尝到甜头的村民，更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

重要性。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雪巴村

现在的致富温泉产业。

除了做好温泉水源保护，在温泉池，雪巴村

实行了全村轮流值班制度，每 3 户值班 12 天，主

要负责期间的游客服务、温泉经营卫生等一切

工作。值班人员每 2 小时就要清理泉池周边卫

生、每晚都要进行池内卫生清洁工作，次日由村

委会主任带头检查卫生。在村落里，除了日常

的卫生清扫，今年雪巴村还将抓住乡村振兴的

机遇，大力实施旅游项目和绿化项目。

“这两边的山坡上，我们都要开展植树造

林。房前屋后，村民们还会自发地种植各种适

宜的花草。”晋美罗布说，只有保护好生态，村集

体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识。今年，全

村将共同努力，让村子更美，接待能力更强，游

客能有更好的体验。

一座座错落有致的藏式小楼正被打造为一

栋栋民宿，游客在水汽氤氲的温泉池里舒适放

松⋯⋯以良好的生态为底色，雪巴村这样昔日

落后贫穷的高原小山村逐步建设成为环境优

美、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新型乡村。雪巴村仅

是山南美丽生态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去年，

山南还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垃圾、污

水、人居环境整治项目，136 座“厕所革命”项目

正常运行，97%的行政村建立了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农牧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除了在乡村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外，山

南各县区也不断进行生态环境提升工程。以

桑日县为例，在湖南省岳阳市对口支援下，桑

日县在县城全面开展了城市污水和生态环境

治理工作，流经县城的比巴河清水长流。

“下班后，沿着河边走一圈，感觉神清气

爽。现在，居住在县里的人，有事没事都喜

欢来逛逛，大家休闲散步有了好去处。”在

桑日县工作的旦增多吉说，近几年，县城的

生 态 环 境 变 化 很 大 ，居 住 舒 适 度 不 断

提高。

围绕全方位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桑日

县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从广大群众的需求和感受出

发 来 谋 划 推 进 相 关 工 作 。

目前，桑日县重点完善

了市政交通、公园等基础设施，还不断强化城市

治理、生态环保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不只是桑日县，整个山南市将打造生态宜

居城市作为重中之重。按照《西藏自治区“十四

五”时期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山南市实施了一

批重大项目、补齐了一批短板弱项，不断推动城

乡朝着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更绿色的方向

发展。

在山南市区，穿城而过的雅砻河畔是连片

绿地和公园。市民们或闲庭信步，或在健身器

材上舒展筋骨，怡然自得。

家住山南体育场附近的德吉每天早上起来

都喜欢沿着雅砻河边走上一圈，呼吸清新的空

气、散散步健健身。

“城市在变大的同时，也在变绿变美。这就

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德吉说。

山南市不断升级改造人居环境设施，建成

了雅砻河生态综合治理（一期）等生态设施，实

施了雅砻河生态走廊等一批独具特色的街区建

筑公园项目，有效拓展了群众休憩空间，去年，

山南市高标准改建了 5.85 万平方米绿化带，让

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荫的美好愿景

一步步成为现实。

春日里，记者走进雅砻人民公园，看到湖水

澄碧、水鸟翔集，好一副动人图景。市民旺姆每

到周末就会带着孩子来公园观鸟。

“晒着太阳观赏候鸟真是惬意。这些年，市

里越来越重视公园绿地的建设，让大家的休闲

生活不断提升品质。”旺姆说，城市越来越美，我

们都要从自身做起，树立和养成良好的生态环

保意识，为这个城市的持续美丽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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