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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全全力力干干好好““三三个个年年””
奋奋力力开开创创新新局局面面

县域纵横·岚皋

把一颗果，做到一条“链”。
近年来，岚皋县紧紧抓住产业融合机遇，强力推动猕

猴桃产业建圈强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
有了原材料，就要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 为

此，岚皋县引进果品深加工企业 1 家，从事猕猴桃果粉、
果啤、脆干片等产品加工，延长了产业链，提高了产品附
加值，增强了岚皋猕猴桃的市场竞争力。

记者在南宫山镇西河村采访时， 遇到来园区洽谈合
作的岚和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此次前来正是
为了和园区谈猕猴桃收购加工，据介绍，陕西岚和美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11 月， 是一家以富硒
猕猴桃为主的富硒农产品研发、深加工、尾渣综合利用、
富硒食品大数据产学研应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高科技企
业。 该公司一期项目共投资 6800 万元，引进购置 FD 真
空冻干机等系列设备 20 余台套， 现已建成年处理 5000
吨猕猴桃鲜果生产线 2 条，原料速冻房、产品预处理设备
等已经建设完毕。

“一期项目已经在 7 月底进行试运营， 正式运行后，
有效解决了岚皋县猕猴桃鲜果的销售问题， 实现企业带
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经营，辐射带动周边其他村镇
群众自主发展猕猴桃产业，助力农户稳定增收。同时有效
提高了猕猴桃的整体综合效益，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000
万元，利税 500 万元。”公司销售运营负责人说道，通过在
本地直接收购猕猴桃鲜果，再加工成果汁、果啤，不仅企
业收益增加，果农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

全县利用项目资金为 53 个园区配套生产道路 300
余公里，为 28 个园区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为 10 个猕猴
桃园区安装山地轨道车 23 公里。 在县域内，按三条河流
域配套建成了岚河流域水围城工业园区 100 吨气调库
12 个、 大道河流域的民主镇榨溪村 100 吨冷藏保鲜库 5
个、洞河流域的团员村 100 吨冷藏保鲜库 5 个，并配套分
拣线和物流信息中心。

成立了由 10 家园区业主联合的股份销售有限公
司———岚皋县猕源果业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与全产业链企

业———陕西岚和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两大销售主
体。 执行单果 80 至 120 克为生鲜果、80 克以下为加工果
的果品标准。

2021 年， 岚皋县筹办了安康市首届猕猴桃采摘节，
进一步显现了该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 同
时加大网络平台的力度， 由岚皋县电商服务中心和猕猴
桃产业办承办的首届“电商+农业”猕猴桃网络直播节在
宏大园区举行， 活动邀请了全县抖音红人参加原产地直
播推介、直播带货，直观地展现了“岚皋好风物”猕猴桃的
原产地环境，为猕猴桃销售助力。

“水果品类是在产业带规模化建设、特色农产品打造
上，发展比较好的农产品品类之一。 猕猴桃作为‘水果之
王’，是高附加值果类农作物，同时也是岚皋县农业三大
主导产业之一， 承担着为岚皋县广大群众增收致富和高
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任。 ”谢利华说。

把一颗“果”做成一条“链”

自 2017 年以来，岚皋县利用整合涉农资金 1.3 亿、
制定奖补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猕猴桃产业建设，撬动
社会资本 2.7 亿元，实行主体独立投资建园、村集体股
份合作社与主体联合建园等形式，到目前猕猴桃产业规

范化建园迅速扩大到 2.65 万亩， 覆盖全县 10 个镇 46
个村，建设标准园区 53 个，建成连片 2600 亩陕南最大
的宏大山地猕猴桃园区，培育出 1 个省级猕猴桃产业龙
头企业、2 个市级猕猴桃现代农业园区、1 个标准化数字

猕猴桃农业园区和 36 个县级猕猴桃农业园区； 受益群
众 18300 人，带动 10563 人脱贫，猕猴桃产业成为脱贫
攻坚期间的最大成果。

一个产业带动的不仅仅是园区，更多的是当地的老
百姓。 一颗小小的猕猴桃，已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
果”。

去年，72 岁的老婆婆蒋万芝依靠在南宫山镇猕猴桃
园区做除草施肥等工作，一年也有 1.8 万元的收入，现在
的蒋婆婆精神头比以前大多了。

在四季镇月坝村猕猴桃园区，藤蔓掩映下的魔芋郁
郁葱葱，茎秆粗壮笔直，一派丰收景象。 “土专家”袁明显
同时也是岚皋县英杰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
责人，他说：“魔芋是喜阴植物，和猕猴桃套种不仅可以
给魔芋遮阴，还能提高土地利用率，用立体种植的方式
来增加经济效益。 而且今年魔芋长势很好，预计丰产期
能产出 20 万余斤，再加上猕猴桃，两样综合产值估计能
突破 150 万以上。 ”

岚皋猕猴桃种植基地已初具规模，全县以翠香为主
推品种，低山搭配黄肉等中华系列品种的布局。

县上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为链长、县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的猕猴桃产业链专班，设立猕猴桃产业发展

办公室和猕猴桃产业技术服务中心，聘请技术员分区域
开展技术服务，建立县、镇、园区三级技术服务体系。 实
施村集体+经营主体的产业经营模式。 坚持链长推动、专
班办公、集群发展。

2021 年到 2023 年连续三年， 每年县上利用涉农整
合资金、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省级果业专项资金 1500 万
元，购置种苗、有机肥开展猕猴桃园区提质增效、改良土
壤、培养树势、病虫害绿色防控、果园水肥一体化设施配
套等，以提升果园土壤肥力、增加果园土壤有机质、改良
猕猴桃品种、培养丰产树型、强化园区标准化管理，提高
猕猴桃优果率与亩产量，为长效产业奠定了长久基础。

县猕猴桃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分片分区包抓，巡回对
各园区进行指导培训， 有针对性地给出技术指导措施；
2022 年在全县范围组织技术培训会 8 次，培训技术人员
210 余人次，编写《山地猕猴桃栽培技术》，并刊印 2000
册分发至各镇各园区。

深耕产业的同时，岚皋县还对全县猕猴桃资源进行
了连续 6 年的普查， 收集优良资源株系 2200 余份建立

了资源圃。 同时在西农大和省科技厅的帮助下引进全国
猕猴桃新品种 28 个建立了品种展示圃。

经过几年的培育、观察、对比、筛选，确定了岚皋县
主推品种以翠香、瑞玉等为主，同时培育了该县第一个
自主品种———南宫一号和筛选出有前途的 6 个完全知
识产权的猕猴桃优良株系。

岚皋县也在佐龙、中梁林场、官元鸡蛋梁、滔河漆扒
设立了四个野生猕猴桃资源保护区，用自己的行动捍卫
着种业的安全。

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科技特派员谢利华介
绍道，岚皋县域内野生猕猴桃总量有 15 万余亩，有 200
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猕猴桃 300 余株，有中华系列、美味
系列、软枣系列京梨猕猴桃、葛枣猕猴桃、城口猕猴桃等
38 个种， 其中高维 C 猕猴桃 9 个种、 大果猕猴桃 17 个
种、黄肉猕猴桃 2 个种，更有世界稀有的美味红心猕猴
桃 2 个亚种，美味红心猕猴桃被陕西省确定为第一批重
点保护资源，对这些资源，岚皋县建立了野生猕猴桃电
子档案，实施严厉的保护措施。

摸清家底资源，全产业链是一种战略选择

拓展延伸链条，助力产业发展多元化

（上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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