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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果业作为区域发展主导产业

近日，第一届世界苹果大会在陕西成功举行，全
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
国。事实上，不仅仅是苹果，也不仅仅是陕西，经过三
十多年的经济生态果业的发展，黄土高原地区成为
了多种水果的主产区，形成了驰名中外的果业品牌。

黄土高原区域发展经济生态果业有什么样的优
势？经济生态果业给黄土高原区域的生态和农业带
来了什么样的改变？经济生态果业在黄土高原区域
的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下一步又该如何推进？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中国科
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研究员段子渊和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研究所农业资源中心研究员张正斌进行了
专访。专家表示，黄土高原区域发展经济生态果业实
现了增加农业经济和改善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
多赢效应，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建
议将经济生态果业作为黄土高原区域发展主导产业
并深入研究推进。

黄土高原治理发展的创新之路

《中国科学报》：提起黄土高原的农业，一般印
象是水土流失严重的旱作农业。那么，经济果业为
什么能在黄土高原扎根并壮大？

张正斌：黄土高原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
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跨山西省、陕
西省北部、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河南省
等省区，位于我国第二级阶梯，面积约 64 万平方千
米，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45.4 万平方千米。西北部为干
旱区，中部为半干旱区，东南部为半湿润区。以前这里
主种小麦、玉米和杂粮作物，一年一熟，7、8、9 三个月
深翻土地储蓄降水是旱地农业的主要经验。

历史上，黄土高原经历了秦汉、明朝、清朝三次
滥伐滥垦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坚持不懈
在黄土高原开展生态治理。1998 年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2001 年后，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治理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实际上，黄土高原海拔高度 800~3000 米，由于
日照充足、土层深厚、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空气
湿度低、病虫害发生轻等自然优势，水果品质极佳；
由于工业少，对大气、土壤、地下水等生态环境污染
轻，是我国生产无公害水果的最佳产区。比如，陕西
省黄土高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世界苹果最
佳优生区。同时，陕西秦岭北麓、渭河以南地区又被
公认为猕猴桃最佳优生区。

《中国科学报》：近三十年的经济生态果业的发
展，给黄土高原区域带来了什么新面貌？

张正斌：以陕西省为例，陕西苹果产量占全国

1/4 和世界的 1/7，苹果汁产量占世界 1/3，猕猴桃
产量占世界 1/3，樱桃、葡萄、梨、红枣的种植面积
和产量都位居全国前列。陕西是全国水果第一大
省，并带动了周边省份和地区的果业生产。

据统计，陕西省已建成 44 个苹果生产基地县，
其中老区县 25 个，创出了“一亩园胜过十亩田”“一
个产业链，脱贫一千万”的脱贫致富格局，“一户一
亩苹果园收万元，不愁脱贫过好年”的经验。

段子渊：黄土高原是我国的主要贫困地区之一。
1994 年，列入“国家八七扶贫计划”的贫困县有 123
个，占到了黄土高原地区总县数的 46.68%、全国总贫
困县数的1/5。发展经济生态果业，不仅大大改善了黄
土高原的生态环境，而且还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可以说，陕西经济生态果业发展是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绿色生态经
济发展战略的典型，替代了发展水土保持林、生态
林、薪炭林等，实现了生态环境改善和提高农民经
济收入的双赢。

可作为黄土高原区域主导产业

《中国科学报》：刚才提到以陕西省为代表的经
济生态果业近年来发展形势喜人，未来黄土高原区
域发展经济生态果业有什么新的机遇？

张正斌：多年的实践证明，陕西果业一直是陕西
大农业中效益最好、风险最小、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正
如 2008 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所说，陕西这
些年苹果和旅游都成为知名的品牌，生态建设让黄土
高原的基调由黄色变成绿色，支柱产业的潜力和前景

非常看好。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苹果、猕猴桃
等果业已成为陕西农业的重要优势主导产业，成为全
球集中连片种植苹果的最大区域，实现了果业强、果
农富、果乡美。同时，他强调，陕西果业要提高生产标
准化水平和科技含量，延长产业链条，推动果业发展
迈上新台阶。

实际上，根据 《陕西省现代果业发展规划
（2015—2020）》，到 2020 年，全省果业整体实力领
先全国，果品质量、果农收入和果业组织化、信息
化、规模化等指标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力争到
2020 年，陕西省果园总面积达到 2000 万亩（占全省
耕地面积 6000 万亩的 1/3），总产量 2335 万吨，果
业总产值超过 1300 亿元，配套关联产值达到 700
亿元，果业力争成为全省农业产业中市场竞争力最
强、效益最好的产业。

段子渊：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陕西省将与哈萨克斯坦建立
10 个中哈苹果友谊园，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近日，第一届世界苹果大会也形成了“杨凌宣
言”：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组建国际苹果研究院，
启动国际苹果大数据中心。下一步还将在陕西召开
世界猕猴桃发展研讨会和世界果汁大会。这些将加
强中国果业在全球中的主导战略地位，也将给经济
生态果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近一两年来，我国出现了玉米等农产品生产过
剩的形势变化，亟须调整种植业结构。2016 年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综合以上的发展条件和有利因素，我们建议将
发展经济生态果业作为黄土高原区域发展的主导
产业。

成功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

《中国科学报》：黄土高原区域发展经济生态果
业的经验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

张正斌：黄土高原治理与发展以前进行过许多
探讨和实践，有历史上的垦荒发展农业，有解放后的
平整土地治理水土流失、粮草轮作、农牧结合以及上
世纪 90 年代全面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和封山育林。

近三十年来，通过从种粮农业到发展水土保持
生态林草到发展经济生态果业的创新改革转型，使
以前的干旱缺水、缺吃少穿的贫困地区，认为不适
合农业发展的荒地高原，成为绿色花果高原，丰衣
足食、经济生态发展较好的地区。

段子渊：现在陕西省已成为我国第一大果业生
产大省，其经济生态果业发展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一个典范，但这个典范的经验没有得到
系统总结和在相似生态类型区域予以示范推广。

因此，建议相关地区学习借鉴陕西省发展经济
生态果业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根据各地的气候生态
环境条件，发展适合当地的果业及其他类型的经济
产业，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

《中国科学报》：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如何更好
地发挥“科技兴农”的作用？

段子渊：黄土高原长期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和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科研阵地。在过去 60 多年
时间里，无论在水土流失的过程与机理探讨，还是
农业发展模式研究及技术示范辐射，以水土保持研
究所为代表的各相关研究所开展了长期研究和科
技服务，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为黄土高原科学治理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
提出了 60 个重点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

“现代农业区域示范”，部分内容是“在西部省区因
地制宜开展特色高值生态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

因此，我们将一方面动员院属相关研究单元将
我院先进的绿色生物农业技术在经济生态果业中
加以应用，促进黄土高原经济生态果业发展，进一
步提升质量。另一方面，开展经济生态果业发展适
宜区的农业结构调整、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效益提
升、固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形
成既有农业供给侧改革模式又有先进科学理论支
撑的示范典型，在我国类似干旱半干旱地区辐射推
广，落实“一带一路”沿线的农业改革创新战略。

让黄土高原结出经济生态之“果”
姻本报记者 胡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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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肉菜及部分农产品
追溯体系形成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商务部例行
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通过采用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
已初步形成了肉类、蔬菜以及其他部
分食用农产品的追溯体系。目前，已
基本实现相关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责任可究的目标。

据悉，2010 年开始，商务部以“一
荤一素”为突破口，率先推进肉类、蔬
菜追溯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已分 5
批支持 58 个城市建设肉类蔬菜流通
追溯体系，分两批支持 4 省的 8 家酒
厂建设酒类流通追溯体系。共有 1.5
万家企业建成追溯体系，覆盖经营商
户 30 余万户，初步形成辐射全国、连
接城乡的追溯网络。在已建成运行的
试点城市，消费者可以通过购物小票
上的追溯码，查询到肉菜等相关商品
的流通过程及相关环节的责任主体，
提升了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和流通现
代化水平。 （祝君壁方方）

第十四届国际农交会
在昆明举行

本报讯 11 月 5 日，由农业部和云
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十二届
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在云南省昆明市
举行。

本届农交会以“供给改革、产业
融合、绿色共享、创新发展”为主题，
展出面积约 7 万平方米，展区 46 个，
国内外参展企业 3000 多家，“三品一
标”产品近万个，吸引国内外客商超
30 万人。

当天的首场论坛活动中国—中
东欧国家（“16+1”）暨国际农业经贸
合作论坛吸引了来自中东欧、东南
亚、南亚及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俄
罗斯、巴西等 36 个国家的农业部长、
副部长和嘉宾出席。中国—中东欧国
家农业部长 （代表） 们共同发表了

《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部长会议昆
明共同宣言》。

农交会期间，还将举办 2016 农业
信息化高峰论坛、中国品牌农业论坛、
风险管理与农业发展研讨会、云南高
原特色现代农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
重大活动。 （王方）

产业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