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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林业科技优势  助推林业精准扶贫 

周玉燕，苏卫，李建红，滕保琴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甘肃省地处黄土、蒙新、青藏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分属黄河、长江和内陆河三大流域，是一个多山、

多沙、多灾、少雨、少林、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植被稀疏、生态环境脆弱的省份。全省林地面积 1046.35

万公顷，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772.27 万公顷，全省森林覆盖率 11.33%，森林蓄积 25188.89 万立方米。 

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林果产业发展，把经济林建设作为振兴农村经济、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

民增收、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重要举措来抓，先后出台了《甘肃省 1000 万亩优质林果基地建设发展

规划》、《甘肃省林果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等，省财政多渠道整合筹措资金，从良种繁育、科技支撑、技术

培训、质量标准等环节入手，支持特色优势林果产业发展，为全省经济林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

策和资金保障。截止 2019 年底，全省林果面积 2244 万亩、产量 966 万吨、产值 498 亿元。已形成了以苹

果、花椒、核桃、葡萄、枸杞、枣、梨等 12 个经济林树种为主的 22 个特色鲜明的优质林果生产基地。 

甘肃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除河西走廊经济区之外的其它 4 个经济区，并且其分布有贫困面广、贫困人

口多、贫困度深，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等特征。致贫的原因中除自然条件差,基础

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生态环境脆弱等因素外，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也是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摆脱贫穷的基本路径，是最根本和最长久的扶贫。没有产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

很难脱贫，缺乏产业支撑的脱贫，脱贫后的发展也难以为继。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中山镇是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对口帮扶点，花椒产业是经过认真调研精心选择的

结对帮扶天水市秦安县中山镇精准帮扶林业产业。自 2017 年以来，按照“连片规划、整区域推进”的工作

思路和优化品种布局、高标准建园、精细化管理的工作要求，在中山镇建设花椒基地 4.11 万亩，人均花椒

面积达到 9 亩，并建立起完备的花椒产业体系，实现了适宜区花椒栽植全覆盖。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根据《中共甘肃省林业厅党组关于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精神要求，省

林业科技推广站承担秦安县中山镇精准扶贫技术培训专责组的工作任务，为中山镇花椒产业培育提供科技

支撑。作为综合性林业科研、推广及管理单位，三年来，省林业科技推广站按照省林草局安排部署要求，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提高椒园管理水平，助推花椒产业发展。2020 年，花椒基地陆

续进入初果期，产业帮扶成效显著。 

1 精心谋划部署，开展技能扶贫培训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省林业科技推广站提出了“着手贫困村、立足中山镇、着眼秦安县”脱贫攻坚培

训思路，确定了以“建立科技示范园、培育花椒产业、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为抓手的培训目标。三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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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乡镇、村委会支持下，按照制定的实施方案和年度重点工作，全面完成了中山镇花椒管理技术培训

各项任务，推进林业科技进村到社，入户驻园，为花椒产业在当地“三年挂果”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收

到了当地椒农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 

组建培训团队，创新培训方式。结合“春之梦”、“秋之实”、“冬培训”林业科技扶贫活动以及科

技推广项目实施，专责组每年秋季在秦安县举办经济林果综合管理培训班，在秦安县中山镇 28 个村举办

以定植建园、整形修剪、病虫害综合防治、椒园综合管理、幼园间作等为主要内容的现场技术指导轮训。

三年来，共开展培训 100 余场次，培训技术干部 160 人（次），培训农民 6.2 万人（次）。开展了以评果

园、比管理，评树势、比技术，上调树冠、下调土壤，促质量提升、促效益提高的花椒管理的“两评两比、

两调两促”技术评比活动，丰富了培训的形式。通过培训服务让农民“看得见、听得懂、记得牢”，激发

了广大农民发展花椒产业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 

因地制宜编制教材，实用技术精准到户。结合花椒产业在中山镇发展不同时段编制简单易懂好学的技

术资料，全面系统的解析花椒生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依季节编印发放了《花椒栽培技术管理

历》5000 册、《花椒栽培技术管理台历》1600 册，根据花椒综合管理发放《花椒栽培技术手册和技术图

册》5000 册、《花椒栽培实用技术图解》5000 册。 

建立示范基地，促进技术集成应用。按照“抓点示范、突出重点、带动全面”的工作思路，专责组在

中山镇景家村建立花椒科技示范园 500 亩，开展了椒园综合管理技术示范。三年间，为示范点及周边辐射

带动区发放优质花椒苗木 30000 余株，发放地膜、生物有机肥 200 余吨，杀虫灯 20 台，修枝工具（修枝剪

和手锯）300 余套，农药 1000 瓶，涂杆器 940 个。为确保贫困户幼园早期收益，提出了“抓点带面促发展，

林粮间作增效益”，率先在 500 亩示范基地上间作马铃薯 200 亩、冬花 200 亩、板蓝根 100 亩，起到了显

著的示范作用，为实现稳定脱贫提供有力的产业保障。 

2 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技术服务水平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培训及技术服务是省林草局帮扶秦安县中山镇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举

措，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省林草局多次召开会议，并就培训及技术服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林

业科技推广站认真谋划，制定工作方案，组建师资队伍，完善培训教材；中山镇政府与培训专责组主动衔

接、反复沟通，为培训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后勤保障。 

组建培训团队，提升培训效果。根据中山镇花椒产业发展和技术需求，省林业科技推广站牵头，组建

了花椒科技服务团队，由省、地、县花椒专家和当地花椒“土专家”以及我站科技人员共同组成，通过实

施培训任务，开展巡回指导，服务花椒生产，开展花椒有关试验布设，开展椒粮间作调研，为秦安县花椒

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保障，也极大地调动了我站科技人员服务基层、服务产业的积极性。 

制定培训方案，明确目标任务。为确保技术服务及培训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有序开展，省林

业科技推广站制定了年度精准扶贫工作要点、精准扶贫技术培训专责组培训工作方案等，明确了培训目标；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团队作用，为帮扶户编制简单易懂的培训资料，内容涵盖椒园管理的各个环节，及时帮

助群众解决花椒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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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在培训形式上突出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集中培训和分散指导相结合，省级专家与乡土专家相结合，理论培训和现场答疑相结合。通过专家亲

自示范操作，农民自己动手实践，专家结合实际点评，达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在狠抓培训质量和效果的

同时，对培训工作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营造了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良好社会氛围。 

3 多措并举，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技术培训促进了椒农思想认识不断提高。2017 年省林草局帮扶秦安县中山镇以来，新增幼龄花椒园

4.11 万亩，中山镇花椒产业逐渐实现了由零星栽植向产业化发展的转变。通过每年的技术轮训和技术示范，

带动全镇 28 个行政村花椒栽植户管理水平的提高，当地农民从刚开始持有质疑到现在主动管理自己的椒

园，增强了发展花椒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转变了群众“等、靠、要”的思想观念。 

技术服务坚定了椒农产业脱贫的信心。通过每年开展花椒管理技术轮训，广大农民听的认真，记的牢

靠，逐步掌握了花椒栽植管理的实用技术，耳闻目睹了周边村镇近年来发展花椒产业带来的巨大效益，认

识到了发展花椒产业的重要性。特别是今年扶贫点花椒园初挂果，部分椒园管理质量高的农户，取得了可

观的收入，极大提振了农民发展花椒产业的信心。 

科技帮扶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依托中央及省级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的实施，解决制约

当地花椒产量品质提高的关键因素，促进花椒向优质、高效、丰产、稳产、可持续化发展，为花椒产业发

展树立了样板。通过技术轮训，造就了一批花椒栽培技术骨干，认定了一批经营水平高的花椒培训示范基

地，涌现出花椒产业发展重点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为中山镇花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好的模式，发挥良好

的示范带动作用，对当地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产业扶贫有力地促进椒农增产增收。一是椒园间作助增收。为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2018 年，专责组

提出了“抓点带面促发展，林粮间作增效益”的思路，在已建成的 500 亩花椒示范基地上开展椒园覆盖黑

地膜增温保墒压草和椒园间作技术示范，确保了群众花椒基地建设初期减产不减收，为景家村乃至中山镇

椒园间作提供了模式和示范。调研统计，中山镇花椒建园初期，年度幼龄花椒园间作面积 16558 亩，占新

建园的 40.29%，间作的作物有蔬菜（马铃薯、大蒜、萝卜、白菜、辣椒、百合）、粮食（黄豆、玉米、小

麦、荞麦）、油料（胡麻、油菜）、药材（万寿菊、冬花、党参、柴胡、板蓝根、金丝黄菊、贡菊、天麻）

等 4 大类型 20 种间作作物。年度间作产生的经济效益 1254 万元，每亩增收近 700 元。二是花椒产业增效

益。2020 年是我站帮扶秦安县中山镇扶持花椒产业初挂果年份，9 月份，我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中山镇

28 个村新建园花椒苗木生长、挂果情况开展了调研，中山镇新建花椒园苗木保存率达 90%以上，挂果面积

达到了新建园面积的 1/2 以上，示范区初果期花椒亩产平均在 10kg 以上，部分地块平均亩产干椒 20kg。

花椒价格按市场收购价 100 元/kg，地膜、农药、化肥、采收、修剪等每亩地投入 350 元/亩（采摘按每公

斤鲜椒 3.5 元计算），椒园第三年亩纯收益 650 元，2020 年，中山镇椒农新增收入 1335 万元。按照良种壮

苗建园，采用标准化管理技术，花椒不受春季晚霜危害，价格稳定在 50 元/斤的情况下产出分析，进入盛

果期亩产干椒达到 60～80 千克，亩经济纯收入 4000～6000 元，远高于传统农作物栽植收益，将显著提高

项目区椒农的经济收益。三是花椒品质得到保证。通过技术轮训培训，依托中央及省级财政林业科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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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施，采用良种壮苗建园、标准化管理等技术的示范，确保了当地花椒产业向优质、高效、丰产、

稳产、可持续化发展，为花椒产业发展树立了样板。 

建立陇东南高海拔花椒栽植模式，筛选了主栽品种和优质高产间作物。筛选出适宜于陇东南梁峁沟壑

地带、高海拔地区花椒优质栽培品种大红袍。确定椒园整地模式、建园苗木规格、丰产坑规格、栽植规格

以及栽植季节等系列技术标准，建立了陇东南高海拔花椒栽植模式。并在幼园初期开展了椒园间作技术示

范，通过试验示范，筛选出适合陇东南高海拔花椒园间作的万寿菊、金丝皇菊、板蓝根、马铃薯等高产高

效间作栽培模式，为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提供了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