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即在连片耕地不足的情况下实施

部分连片，打造一个 200 亩（约 13.333 公顷）至

500 亩（约 33.333 公顷）的核心区，多个 50 亩（约

3.333 公顷）至 100 亩（约 6.667 公顷）的辐射区，

最后形成一个千亩线椒示范基地。例如，下滩

村线椒种植基地正是清水乡千亩线椒示范基地

的核心区，周边种植大户和合作社种植的线椒

基地是辐射区，全部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千亩

线椒示范基地。

从多天走访调研来看，目前全县线椒的种

植多为零散小面积种植，基本是农户在自家耕

地种植两三亩，没有形成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

这也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耕地面积少，黄河两岸农户，每户的

耕地面积从 1亩（约 0.0667 公顷）到 5亩（约 0.333
公顷）不等，除了种植线椒，还要种植粮食作物。

其次，缺劳动力，虽说种植线椒每亩的收入

能达到 1.5 万元左右，但时刻需要有人照看，很

多年轻人选择到拉面店打工，种植基本上是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再次，线椒销售难，目前县上有多家线椒、

花椒加工企业，但企业的收购价与市场价存在

偏差，农户都想卖个好价钱，尤其是前两茬的青

线椒，市场价每公斤 40 元左右，后三茬的红线

椒，市场价每公斤 10 元左右。很多农户只能在

路边摆摊销售，如此一来，线椒很难走到更广的

销售平台，只能成为走亲访友送礼的小众特色

农产品。

就拿清水乡上庄村村民韩吾四马尼而言，今

年已经 68 岁了，家里只有 0.27 公顷耕地，老两口

种了 0.2 公顷线椒，老人说：“种粮食亩产 500 公

斤，卖不上钱，种线椒不一样，虽然忙点苦点累

点，还需要自己摆摊去卖，但每亩地能有 1.5万元

左右的收入，遇上好年份，甚至会更多。”

这些年，韩吾四马尼一直坚持摆摊出售，如

果送到辣面加工厂或是收购商收购，卖不上称

心如意的价格，只有最后一茬的红线椒，在卖不

掉的情况下才会卖给辣面加工厂。

虽然存在发展的难题，但这些年线椒的种

植面积始终在增加，这得益于循化县始终将“一

核两椒”作为全县主打的特色产业，全县各个部

门协同发力，从政策和资金扶持方面出了大量

的惠民举措。

农业部门为种植线椒的农户免费提供地膜

和有机肥，每亩补贴100元的种粮补贴，并为农户

购买农业保险；乡村振兴局发放每亩 200 元的线

椒种植奖补资金；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投保，从去年开始为全县 66.7 公顷的线椒投

保，去年一年，保费 110万元，赔付 9.55万元；2021
年摸排出的284.7公顷的撂荒地全部复耕。

下滩村除了集中连片线椒基地之外，全村

还有 38 公顷的耕地，今年，30 公顷种植了线椒，

其余的种植了花椒和核桃。

产业提档升级
——从今年开始，循化县围绕稳

定线椒种植规模，提升核桃、花椒品
质，推动“一核两椒”走向质量更优、
层次更高、品质更好的路径

这些年，循化始终将“一核两椒”作为主

导特色产业，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线椒品种

退化，各乡镇线椒口味各异，各说各话；核桃

树和花椒树缺乏管护，昔日的经济林成为了观

赏林。

循化“一核两椒”产业迫切需要一场变革。

查汗都斯乡苏志核桃园是循化人尽皆知的

核桃园，之所以出名，一方面是因为建园较早，

面积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片昔日的“经济

林”慢慢变成了“观赏林”。

苏志核桃园地处苏志村，以查汗都斯乡乡

村公路为分界线，南面山脚下，是一处占地面积

为 30.67 公顷的核桃园，核桃园的前身是苹果

园。1998 年，苏志村响应政府大力发展核桃产

业的号召，将苹果园改为核桃园。北面黄河岸

边，是 2005 年建立的占地面积为 16 公顷的核桃

园。南北两处组成了总占地面积 46.67 公顷的

苏志核桃园。

曾经，苏志核桃园产生过不菲的经济效益，

苏志村党支部书记鲁浩得回忆，2010 年的时候，

核桃市场价格最高，每公斤能卖 80元左右。

这么多年过去了，核桃价格一路下跌，如今

的市场价每公斤只有 20 多元，如果按照投入的

成本与产出的效益比较，正如当地村民所说的

“不划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大家有一个共性

的认知，核桃品种退化，品质不好，没有市场竞

争优势。

循化县专堂优质杂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拉毛才让直言不讳地说：“线椒和花椒作为生

活必需品不愁卖，还能存放，核桃可就难了。我

的仓库中，去年的核桃还有很多，都是卖不掉

的，只等闲余时间，拉着核桃去一些乡镇村社换

些粮食。”

拉毛才让的合作社地处专堂村，东临黄河，

西临拉则山。拉毛才让从 1999 年就跟着父亲开

垦荒山，克服耕地不足短板，栽种核桃树和花椒

树，种植线椒，如今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24 公

顷，昔日的荒山披上了绿装，但核桃销售是拉毛

才让的难心事。

核桃销售难并非只是苏志核桃园或是拉毛

才让面临的难题，更是摆在循化县面前的一道

考题。如果答不好这个考题，循化县“一核两

椒”特色产业满分“成绩单”便无从谈起。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进行自我革

命，改良核桃品种，稳步推进核桃产业提档升

级。”这是循化县给出的答案。

离开苏志村时，苏志核桃园南区的果园内，村

民正在挖核桃树，或是锯掉核桃树的上半部分。

苏志村党支部书记鲁浩得说：“核桃树枝繁

叶茂，当年栽种太密集，核桃树退化。如今我们

每隔一株核桃树，就要挖掉一株，剩下的一株锯

掉上半部分，重新嫁接新品种和新果种。”

这是苏志核桃园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循化

县核桃产业提档升级的一大步。

今年起，循化县将重点打造 32 个百亩高品

质核桃基地，第一步就是要进行品种改良，淘汰

掉已经退化的核桃品种，引进品质更高且适合

当地种植的核桃。第二步就是要发挥政府引领

作用，引导群众发展核桃种植，荒山荒坡种植核

桃，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产生生态效益。

第三步则是要招商引资，引进核桃深加工企业，

增加核桃的附加值，免去群众种植核桃销售不

出去的后顾之忧。

相对于核桃的种植，花椒要轻松许多，栽种

好幼苗，管护上三五年便可挂果，尤其是循化种

植的“大红袍”花椒，以其果实鲜红、颗粒大、肉

厚油多、麻味浓厚而深受市场青睐，每公斤的市

场销售价格达到了 400 多元，具备很强的市场竞

争力。

但是花椒好吃果难摘，花椒树病虫害防治

及花椒采摘难题也不容忽视。

至于线椒，随着一个个百亩千亩的示范基

地建成，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将迎刃而解。

查汗都斯乡牙藏村党支部书记韩忠辉，是循化

县人大代表，也是查汗都斯乡重点扶持的线椒

种植大户，去年他种植线椒 13.33 公顷，今年种

植线椒达到了 21.33 公顷。韩忠辉种植这么多

线椒，一方面响应政府加大种植特色作物的号

召，另一方面，他想让循化线辣椒的品牌走出青

海，走向全国。

这些年，每年参加全县两会，韩忠辉都会提

出关于全县线椒产业品牌建设的建议，甚至找

到了北京新发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负责人洽

谈，希望循化线辣椒进入市场，走向更高的平

台，但产量达不到标准要求。

“今年或许可以再试一试，我们种植的线椒

面积增加了许多，很多是集中连片种植的线椒

示范基地，面积少则百亩，多则千亩，相信循化

的线辣椒很快就能走向更广阔的平台。”韩忠辉

自信满满地说。

三产融合发展
——多年来，循化县始终坚持以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扶持
线椒、核桃、花椒的精深加工企业，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三产融合发展

循化线椒、花椒、核桃由于地理环境、资源

禀赋、技术等因素，形成了具有特殊形态和品质

的农产品，生成了一定的品牌效益，有效增加了

农民收入，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特色

农产品由于本身的优良品质和特殊功效，深受

消费者青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形成了一定

的竞争优势，这样的优势条件为三产融合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推动线椒、花椒特色农作物产业结构

转型，产业融合，走出一条特色产业的融合发展

之路，韩忠辉一直在努力。

2012 年，韩忠辉创办了循化县创辉农牧开

发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 36 公顷的耕地，种植

线椒和饲草料，发展养殖业，还承包了村里 40 座

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线椒。一年到头，只要农

闲，村民就会去韩忠辉的合作社务工，增加收

入。

“我们每年种植线椒之前，都会与当地企业

签订销售意向合同，青线椒我们自己销售，之后

的红线椒全部送到企业。”韩忠辉说。

循化县按照“规划集中、资源集约、功能

集成、产业集群”的原则，加快建设现代生态

绿色产业体系，着力在线椒、花椒、核桃等特

色产业方面挖潜增效、提档升级，不断提升产

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从源头原材料的种植，到初级产品和精深

加工，再到销售，“一核两椒”将循化农业、

手工加工行业、服务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

了互融互通，三产融合，同时更是解决了销售

难题。

今年，韩忠辉种植线椒前就已经与青海天

香两椒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

青海天香两椒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其

前身是循化清水辣子厂，是目前省内两椒加工

规模、生产产品种类、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排在前

列的两椒加工企业。

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有光介绍，目前企业已

开发的系列两椒产品种类繁多，花椒初级产品

有花椒粉、花椒粒，精深加工花椒油。线椒的初

级产品有辣椒面、辣椒丝、辣椒段，精深加工产

品有火锅底料蘸料、大盘鸡底料、辣酱等。

从一开始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有属于自

己的合作社，标准化的加工车间，全自动的生产

设备，遍布省内外销售区域网络，企业的发展历

程正是循化县不断壮大“一核两椒”特色产业的

生动写实。

如今，企业下属合作社种植的 33.33 公顷线

椒，满足不了企业全年的加工需求，还需要收购

将近 8 万公斤线椒，4000 公斤花椒。收购线椒

和花椒总数的一半，来自当地种植大户、合作

社、农户手中。

对于许多种植线椒的散户来说，前几茬是

自销，送到企业的基本是最后一茬，平时还可以

在企业或是合作社务工，增加收入。对于种植

大户或者合作社而言，提前与企业签订收购协

议，全都送到企业加工，一方面是增加附加值，

另一方面线椒加工后更易储藏运输，便于线椒

衍生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循化仙红、天香、天椒等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的循化线椒酱等系列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如今，循化巩固和扩大“一核两椒”金字招

牌，把特色做足做精，让优势更优更强，“一核两

椒”这个老产业焕发出了新生机，释放出蓬勃的

生命力。

循化循化““一核两椒一核两椒””走上走上““提档升级提档升级””之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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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滩村线椒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拉毛才让介绍花椒的功效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循化辣酱系列产品展示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查汗都斯乡牙藏村线椒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发芽的核桃树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清水乡干部查看线椒种子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