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A

公开

临林发〔2020〕206 号

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政协临沧市第四届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43106 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临沧市委员会：

你们在政协临沧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

加大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力度，着力巩固我市脱贫攻坚成果的提

案》，由市政协提案委交我局办理，在办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你们引用的相关数据客观真实，列举的事例具体详实，指出的问

题一针见血，对你们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科学严谨的精神我们深感

钦佩。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逐一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并进一步

完善了下步工作措施，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全面核查核桃树面积，重点对核桃树实际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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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区域种植面积、品种及种植密度等状况进行调查，并相应地

进行统计面积重新调整的建议

摸清底数是为科学决策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的基础工作，但就

几百万亩的核桃资源专项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目

前国家和省级没有核桃资源专项调查资金补助，加之市、县（区）

财政“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压力大，涉农资金整合用于脱

贫攻坚，用于全市核桃资源调查专项经费短缺，此项工作只能在

今后条件成熟时开展。

二、关于开展不适种植区域的产业替代、品种改良及间伐过

密植株等建议

2002 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市委、市政府紧抓机

遇，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路子，大力发展核

桃产业。为让农民享受更多的生态补助政策，将核桃纳入生态林

实施退耕还林，按技术规程要求，核桃生态林种植密度是每亩

22 株，导致实施退耕还林的核桃树后期密度过大，但又不能移

植和间伐，否则验收不合格拿不到后期补助。对于没有实施退耕

还林、没有纳入自然保护地和公益林的低产低质核桃树可按市场

需求、群众自愿、政府适当扶持的原则实行产业替代、品种改良

及间伐过密植株等工作。

三、关于积极探索推广核桃林下种植魔芋、中药材等适产作

物，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各地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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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立足资源优势，坚持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采取

典型示范、政策扶持、科技支撑、企业带动的发展模式，积极发

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探索新的林业经济增长点，力争林民增收、

绿色增长，林下中药材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由于宏观经济调控、

机构改革，省林草局近几年来没有安排林下中药材种植项目，一

定程度制约全市林下中药材基地建设。据统计，2019 年全市林

下中药材种植面积 44.75 万亩，产量 1.98 万吨，产值 6.8 亿元。

下步工作中，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林下产业发展扶持项目资金，

加快全市林下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关于努力提升核桃产业组织化程度和着力培育核桃精深

加工企业的建议

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临沧市核桃产业发展意见》，并以稳

定面积、提质增效为基调，把高质量发展核桃产业作为打造“绿

色食品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压实责

任、一以贯之、狠抓落实、稳步推进，下步将从几个方面抓好核

桃产业发展。

（一）开展生产基地认证。按照全国一流、国际领先的要求

组织原材料生产，认真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和欧盟认证工作。

到 2025 年，核桃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认证率达 20%

以上，欧盟认证推广率达 10%以上。

（二）建立“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提升

产业化组织程度，按照落实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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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办法，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采取种植户自主经营、专业合作社托管方式，推进种植业与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专业合作社联结企业、种植户的桥梁纽带，

提升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能力，由专业合作社按企业标准、行业

标准组织种植户开展基地生产管理。每年改造提升 20 个核桃专

业合作社，到 2025 年全市核桃产业基本实现“企业＋专业合作

社＋农户”经营模式。

（三）以凤庆核桃产业园为重点建成全国一流的核桃产业集

群。依托张守攻院士工作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澳洲坚果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坚果类检测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平台，按照“一

县一业”的总体部署和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包装、统一商品

价格、统一加工方式、统一产品质量的要求，整合全市及周边核

桃原料资源，持续推进核桃清洗分级、果仁加工包装、核桃壳综

合利用、核桃分心木产品开发、核桃衣加工利用、核桃油加工、

核桃青皮精深加工、核桃产品仓储为一体的核桃全产业链精深加

工基地。在凤庆县建设全国性的核桃交易中心，推动核桃信息收

集发布、产品交易，形成产品门类齐全、质量最优、品质最好的

全国一流信息发布平台。到 2025 年，优势资源向园区聚集，实

现园区高效运行管理的系列机制初步建立，生产企业开始入驻园

区。

（四）扶持初级加工小龙头。依托专业合作社培育一批核桃

初级加工小龙头，按每个小龙头 100 万元投资标准和脱壳、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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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烤等工艺生产标准，每年建设 20 个核桃初级加工小龙头，推

进全市核桃初级加工转型升级。到 2025 年，全市建成 100 个以

上核桃初级加工小龙头。

（五）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以打造临沧区域公共品牌为重

点，重点宣传推介“临沧坚果”“临沧优品”等区域公共品牌，

有效提高公共品牌影响力；培育一批全省、全国知名商标，加大

“云果”“云果大仁”“云澳达”等知名商标的推广力度，培育一

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品牌。到 2025 年，力争全市创建 2 个

国家知名品牌。

（六）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加快线上销售平台建设，每县建

立一个以核桃为重点的电子商务平台，每年完成两次线上专场营

销活动；建立网上直销，与阿里集团、京东集团展开深度合作，

创办“云南核桃中秋天猫专场”和“云南核桃中秋京东专场”。

加强实体店建设，开设品牌专卖店、连锁营销、体验馆等经营网

点。

感谢你们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附件：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2020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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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提案者 九三学社临沧市委 联系电话 1398*****19

提案编号 第 43106 号 收到日期

提案名称
关于加大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力度，着力巩固我市脱贫攻

坚成果的提案

承办单位名称 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

提案办理情况反馈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建议和

要求

(可另附页)

备注

此表一式三份，请提案者收到答复件后 1 个月内，分

别 将 此 表 邮 寄 至 临 沧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议 案 科

（ 0883-2165982 、 2127817 ）、 临 沧 市 政 协 提 案 委

（0883-2127269）、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临沧市临翔区

世纪路 585 号市林业和草原局，传真：0883-2161586）。

抄报：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议案科。
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