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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如何变绿岭？

核桃之乡诞生记
□马茜殷培红耿润哲

编者按

在我国2000多个县中, 丘陵山区县的比重占一半以上。由于丘陵山区普遍环境恶劣，开发难度大，垦殖成本高，制约了地方

经济发展，河北省临城县便是其中之一。但近些年来，临城着眼于生态发展，以生产薄皮核桃为契机，因地制宜选择绿色经济，多

元共治树品牌，推进产品深加工，走出了一条荒山变绿山、绿山变金山的治理之路。

临城县桐花村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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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临城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区丘陵占

全县总面积的 85.2%，全县有 60 多万亩荒山荒岗，

是国家级贫困县。粗放的传统种植方式和品质较

低的传统农产品，使当地农民靠天吃饭，年景不好

时，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剥山皮、掏地洞、卖石

头”的资源性企业一度成为临城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但资源的过度开采产生诸多弊端，对环境、

植被、岩土等均造成了严重破坏，临城县农民“年

年扶贫年年贫”。

为了打破发展瓶颈，临城县限制矿山开采，以

生产核桃为契机，实施万亩荒山种核桃，踏上绿色

发展轨道，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系列产业链愈加完

善，生态优势日益显现，在太行山丘陵贫困地区摸

索出了一条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共赢之路。

科技攻克难关，荒山变绿山

临城有近 60%的面积处在太行山浅山区的丘

陵地带，属于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少，山地土层薄，

地表下挤满了鹅卵石和强碱性的浆石，不仅土壤

深层储水功能低，而且坡地造成的水土流失也非

常严重，缺水缺土成了致命难题。由于山上只长

些酸枣、荆条等小灌木，连树都难以生长，靠山吃

山在临城县根本走不通。为了改善贫瘠的乱石荒

岗，临城县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利用自然规律，借

助科技力量，创新治理思路，将荒山全力治理改造

成为绿山。

在 乱 石 山 上 绿 化 种 树 ，首 先 要 解 决 土 的 问

题。为此，临城县创新了开沟、挖石、换土的治理

思路，人工为树木创造生存的小环境。通过在山

上挖出一条条沟，取出沟里的鹅卵石和浆石层，再

把坡面上的土以及从外面运来的好土和有机肥混

合填充，集中回填到沟里，条件适宜地采用挖掘

机、推土机机械化整地，使得干旱山地“聚集土壤，

聚集径流”。如此一来，雨水集中到了沟里，不再

顺坡流失，形成隔坡沟状梯田。

干旱无水是制约高山陡坡绿化的关键因素，

科学的种植方式和引水上山成为解决难题的法

宝。为确保造林成活率，临城县请来农业专家对

比实验分析，最终摒弃了传统惯用的“三埋两踩一

提苗”的树苗栽培方式，改用“挖坑放苗浇水”这一

更利于树苗根系蓄水的栽培方式。林业局的技术

人员在 1200 亩荒山匹配造林过程中，发现造林地

沟谷有小溪，引山谷之水上山浇水植树成为又一

创新探索。经过调查研究，临城县购置了扬程

1000 米、吸程 3 米的高压水泵，实现了高压水泵高

程扬水上山。新栽种的 1200 亩刺槐，经过山涧之

水的浇灌，成活率高达 90%以上,不仅确保了荒山

造林成活率，而且与人工担水上山造林相比大大

降 低 了 成 本, 解 决 了 荒 山 匹 配 造 林 成 活 难 的

顽疾。

为治理水土流失，临城县以山区小流域为单

元紧抓生态修复，整合项目统一规划。严格界定

25 度以上荒坡为造林区，以刺槐盖顶、栗子缠腰、

柿子核桃占山脚为山区生态修复主要模式，打破

了行政区域界限，对山、水、林、田、路和产业发展

进行整体规划，配套实施了林、田、路、拦蓄工程、

集雨节灌工程，将梯田建设与水土流失治理、生态

修复等项目有效整合。

除科技指引外，临城县还以荒山、荒坡、荒丘、

荒滩“四荒”治理开发为契机，优化开发治理机

制。在政策上做到形式、对象、期限、经营范围“四

放宽”；将“四荒”推向市场，采取拍卖、承包、租赁、

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开发治理形式，把开发

者的责权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加大资金技术的

扶持力度，以骨干开发项目为依托，以林业为主

导，集中开发、水利、扶贫、科技等开发资金，捆绑

使用，集中投入，最大限度地为林业建设提供优良

环境，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和社会力量投身“四荒”

开发的热情。

升级绿色产业链，绿山变金山

深入摸底调研，全面分析挑战与机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临城县在调整农业结构

方面不断探索和尝试，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引

导和深入的市场调研，早期“家家户户种蓖麻，沟

沟坎坎载大枣”等产业发展并不理想。为从根本

上解决丘陵山区农民生计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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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效产业，县委、县政府决定深入乡村详细调

查、摸清底数，全面分析了丘陵山区的优势、劣势、

机遇和挑战，探索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调研发现，丘陵山区的劣势地理条件带来一

系列直接或间接问题，如传统农业比重大、粮食生

产效益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农民对科技和市场知

识掌握少等，影响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但同时，

多项积极因素并存：一是有广阔的宜林山场，林业

用地中有近 30 万亩宜林荒山荒地资源尚能开发

利用，而这些宜林山场是发展特色经济最适宜的

资源。二是脱贫致富成为这一地区的共同心声，

农民蕴藏着极大的生产热情，只要政府社会适当

引导，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就能形成强大

的生产力。三是政府对临城县农村经济发展和环

境整治的决心和力度空前，陆续出台了新政策、新

措施，为临城走出新路子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环境、

社会条件和创新氛围。

通过“扎下去”调研和与发达地区的交流学

习，临城县充分认识到山区丘陵地区的特殊实际，

以及目前在产业配套、人才支撑和基础设施等方

面存在的明显劣势。当地政府也越来越清楚地认

识到，当前县域竞争是综合环境的比拼，生态要素

至关重要。临城的经济换挡、改革发展只有主打

生态牌，坚定培育绿色产业，保持并发挥临城县的

生态优势，留住绿水青山，才能形成有决定性影响

的特色优势。

万亩荒山种核桃，多方合力育龙头

调研结果表明，临城县的土壤构成以片麻岩

为主，土质中性偏碱，钙质丰富，而薄皮核桃需水

量小、适应性强、种植要求低、收益早、效益高，非

常适合丘陵山区栽植。

临城县全力治理荒山，改善土质的蓄水功能，

解决了干旱用水问题，科学的技术和先进经验也

为栽种核桃打下了坚实基础。自 1999 年起，临城

县选择生长快、适应力强的薄皮核桃作为推广，不

仅有利于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经营模式，稳定

创收，还可以绿化荒岗，改善自然环境，形成良好

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各种效

益逐步显现，栽种核桃被当地政府扶持为农业的

主导产业。一条政府、企业、合作组织、农户合力

的新路径，把“绿色基因”融入临城县的经济发展

和民生建设之中。

一是政府引导扶持推进。县政府成立了薄皮

核桃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在品种引进、规模种植、

基础配套、资金支持等方面出台措施，制定五年产

业发展规划，将任务分解落实到乡镇和部门，纳入

年度考核目标，切实促进产业发展。同时，临城县

被确定为全省整合农业资金试点县，全县整合资金

近亿元，有力解决了薄皮核桃产业发展的资金瓶

颈，对企业补深加工，对农民补树苗，做到公平兼顾。

二是科研院校提供先进科技支撑。临城县积

极与中国农大、北京农大等科研院校合作，投身研

发新品种。建立了“适宜区域、适宜品种、适宜栽

培技术”的配套技术体系，首创核桃“矮化密植、集

约管理”，实现“由长周期到短周期、由粗放管理到

集约经营”的科学转变。2001 年，临城县与河北

农业大学联手创建了薄皮核桃产业研发中心，培

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岭”“绿早”两个新品

种，不仅好看好吃，还有好销路。制定了河北省邢

台市地方标准，实现标准化种植和生产。全县普

遍推广增施有机肥、使用无公害农药、生物农药新

技术，成方连片的园区还使用黑光灯杀虫技术，尽

量降低喷药次数。

三是绿色企业充分发挥带动示范作用。临城

县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先

后成立多家企业，以重点企业为中心、辐射带动全

县的薄皮核桃产业发展，企业为农户供应高纯度

优质核桃苗、免费提供技术服务、按保护价回收产

品、帮村民找销路，激发了农民结社种植薄皮核桃

的热情。部分龙头企业成为标准化的领头羊，采

用开山换土、以色列滴灌等先进技术，在提高综合

效益上下功夫，科学带动全县核桃种植发展。

四是合作组织积极服务引导。临城成立近百

家薄皮核桃专业合作社，为全县核桃种植户在组

织采购、新品种引进、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市场销

售等环节提供全方位服务，引导农户专业化、集约

化、社会化生产。

五是农民提供土地和人力支撑。许多农户将

土地“入股”薄皮核桃种植公司，由公司进行统一

生产管理，收益后参与分红。也有龙头企业设立

生态种养小区，由农户承包，主要负责核桃树和树

间苜蓿等种植管理。核桃树的收益归企业，农民

除挣劳务费外，还可净获林下的养殖种植收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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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企业与农户的双赢。

延伸绿色产业链，百姓富生态优

临城县不仅以核桃技术研究为依托，以科学

管理为基础，以高质量的产品为核心，开创了薄皮

核桃种植、加工和销售一体模式，更衍生了一条绿

色产业链。

一是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创新立体循环种养

模式。临城县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推行“林果—畜

禽—沼气”的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不但为核

桃生长提供了有机肥料，而且节约了生产成本。

核桃林间种草、草中养鸡、鸡粪入沼气池、沼渣还

田，全程绿色有机。以每年每亩养两批鸡、每批

500 只为例计算，每只出栏 1.75 千克，每千克 20

元，则收入 35000 元，除去鸡苗 3000 元，每年盈利

32000 元，三年后的养殖盈利几乎与核桃种植投

入持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明显。

二是挖掘产品附加值，实现全面深加工。临

城县通过举办展览会、开设专卖店，迅速扩大知名

度，占领了一定市场，其中绿岭核桃还通过了欧盟

有机认证。在我国，核桃产品多为食品领域的一

个分支，如果不能创新产品的深加工体系，则难以

发挥开发优势。临城绿岭公司建设核桃深加工项

目，形成了从基地种植到核桃提取物开发应用的

完整产业链，实现对核桃的综合利用。通过机械

分级筛选，最优质的核桃将以干鲜果品形式出售，

核桃壳可以做活性炭，核桃仁可以做核桃露，提炼

完核桃油还可以再做核桃粉。其中酶解核桃免疫

儿童饮料和核桃降脂胶囊则属于生物制药和保健

品领域，颇具市场竞争力。随着绿岭公司 3.8亿元

核桃深加工项目的建成投产，临城县成为我国最

大的核桃深加工基地，被授予“中国核桃之乡”“中

国薄皮核桃产业龙头县”称号。

三是结合环境保护，发展生态旅游。随着临

城荒山由“黄”变“绿”，周边的生态环境也在悄然

发生变化，2013 年临城县全年二级以上天数 198

天，远高于周边城市。经过 16 年积淀，临城具备

发展生态旅游的条件，核桃基地内有山、有水、有

林，加上县域内的原生态旅游资源本就丰富，如今

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由核桃种植、深加工向核桃观

临城县桐花村一家

茶园的姑娘表演茶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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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采摘、核桃文化方向发展，休闲农业和农业观光

旅游逐渐兴起。绿岭核桃基地被评为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和河北省十大科技旅游线路观摩点，闫

家庄、南沟村等规模种植核桃村，被评为省级生态

观光农业旅游示范点。同时，临城县加大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开发“农家乐”“山庄乐”“渔家乐”等

特色旅游项目。自 2013 年起，临城县规划建设总

长 42 公里的绿廊、绿道，打造“绿色骑行专用道”，

将核桃园、玫瑰园、樱桃园、苹果园、草莓园和中华

寿桃园串接起来，营造“人在园中走、车在林中行”

的独特休闲健身景观。绿色产业链的发展还带动

了本地和周边农民就业，每年约 10 万人次周边农

民加入核桃产业中。临城县用农业发展撬动了产

业发展，实现了“绿”和“利”的统一，越来越多的城

乡居民开始分享生态经济带来的“绿色福利”。

对我国丘陵山区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第一，发挥科技力量，改善荒山生态环境。

丘陵山区荒山变绿山的背后是利用自然规

律，借助科技力量的支撑。往日寸草不生的荒山

通过开山换土、高程扬水、科学灌溉，改善了土质，

变成了层层梯田；以小流域水土综合治理为契机，

固水保土的同时，加强生态修复；对山、水、林、田、

路和产业发展整体规划，整合项目；优化开发治理

机制，放宽政策和治理手段、加大集中资金。不仅

提高了荒山的绿化率，减少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还为“修梯田—变环境—寻产业—富经

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选择绿色经济。

政府筹划区域发展需要立足具体实际，深入

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科学选择绿色生

态发展之路，以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农业经济发

展双赢为要务，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果则果、宜

游则游、宜工则工，从实践的角度探索可持续发展。

第三，政府营造政策环境，多元共治形成合力。

政府要统筹兼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营造政

策引导和科技指导的环境，调动各方积极性，协调

各方利益，将科研机构、专业公司、合作组织、乡村

农户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享体。科研机

构研发新产品，专业公司发挥带动示范作用，合作

组织服务引导，农民筹劳出地，把生产、加工、销售

等各个环节连结起来，把技术、信息、市场结合起

来，形成产品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市场化的经

营形式。多元共治模式不仅解决农业适应市场和

农民进入市场的问题，更加速推动地方农业的商

品化和市场化。

第四，推进产品深加工，带动系列产业链发展。

发展绿色生态产业，通过深加工挖掘产品附

加值，不仅使当地农民得到直接实惠，突破现阶段

农产品结构雷同、销售难、价格低的禁锢，更容易

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带动农业休闲旅游、运输、养

殖等相关行业发展，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带

动作用愈加显现。充分挖掘多产业发展潜力，提

高绿色产业和带动产业的知名度，扩大市场影响

力，充分实现丘陵山区农村“绿”和“利”的统一。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殷培红系通讯作者）

图为河北省临城县

绿岭公司深加工基地的

核桃饮品罐装生产线。

绿岭公司现已成长为全

国集优质薄皮核桃品种

繁育、种植、研发、深加

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现代化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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