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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楚雄州林业和草原局相关部门

负责人说，“只有尽快制定和完善从

省级到州（市）统一的核桃种植、管

理、采收、清洗、烘烤、分级等各生

产环节的技术标准，建立涵盖核桃生

产全过程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并严格

监督执行，才能提高核桃产品的品质

和市场竞争力。”

    

研发不足
低端产品充斥市场

    

据了解，云南核桃全产业链涉及

企业 4000 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超

过 5000 户，核桃生产个体工商户多

达 1.5 万余户。然而，其中的加工企

业仅有 1000 多家，加工合作社不到

1300 户，加工个体工商户仅有 1200

多户，仅占全省核桃生产个体工商户

的 8%。

深加工能力不足，导致全省核桃

产品结构单一。目前，全省核桃加工

产品主要为核桃仁、核桃风味炒果、

核桃乳、核桃油，其中，干果占比高

达 78.9%。“精深加工不足，造成核

桃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低端产

品充斥市场。”徐有忠说。

在全省核桃加工企业中，仅有 2家

企业是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云南摩

尔农庄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便是其

中之一。近年来，该公司与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对云南核桃

进行基因组科学研究，发掘出云南核

桃的优势和特点。

“云南核桃具有多种优良特性，

包括完全蛋白、多种活性肽、抗冻肽，

具有开发高端营养产品、高端食品添

加剂、医用产品等工业产品的潜在价

值。”云南摩尔农庄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段学荣

介绍说。

记者在该公司的核桃博物馆看

到，公司的核桃产品除了常见的食品、

饮品外，还有核桃油软胶囊、核桃蛋

白肽口服液等功能性保健品，甚至还

有含核桃青皮素的染发剂等。“核桃

从花、叶、枝条到核桃壳、核桃仁膜

衣都有药用和营养价值，通过科技手

段就能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让它们

都变成新产品，构建起核桃全产业

链。”段学荣说。

    

保障乏力
未能形成知名品牌

    

目前，尽管云南已打造出一些核

桃品牌，但整体而言，对品牌的打造、

宣传工作依然十分薄弱，省外、国外

消费者知道新疆核桃的多、知道云南

核桃的少。与知名品牌“六个核桃”

相比，本土著名核桃乳品牌“摩尔农

庄”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高，品牌效

应弱。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源

自云南核桃产业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

市场营销人才，另一方面源自云南核

桃产业资金等要素保障不足。“核桃

企业资金使用的季节性特点突出，且

多数企业规模小、缺少抵押物，难以

获得银行贷款。”徐有忠说。

《2021 年度云南省核桃产业发展

报告》显示，每年各级财政给予核桃

产业的扶持、补助、设施建设、管护、

科技资金在 1 亿元左右；核桃提质增

效补助资金每亩仅 200 元。反观新疆

阿克苏、喀什、和田等核桃主产区，

其实行种植保险补贴达每亩1600元，

抚育管理投资每亩约 1000 元。

不少业内人士建议，相关政府部

门应成为企业、金融机构、合作社之

间的纽带，并加快建设核桃产业发展

基金投入力度。只有加大对核桃产业

的投入，引入科研力量和专业人才，

才能助推云南核桃产业由大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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