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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枣产业发展现状

黄骅市地处河北省东部，东临

渤海，北靠京津，南近山东，西接沧

州，是欧亚新大陆东桥头堡，是河北

的经济特区，是环渤海京津的“双

环”枢纽地带。同时黄骅又是全国

沿海平原生态基础条件最差的地

区，历史上果品生产十分落后。“十

五”期间，结合本市实际，依托独有

的冬枣资源，坚持以基地化、规模

化、产业化为重点，大力发展冬枣产

业。从 1992 年起步到 1998 年开始

大面积栽种，历时 7 年之久，包括采

穗圃的建立，三当苗的速繁，从接穗

的采集、封存到嫁接，三去赞皇请师

傅，靠林业人的拼博积淀了从育苗

到早果早丰的全部技术，而到 2000
年正当大发展时，遇到了近几十年

来的冻害，使冬枣基地建设停滞不

前，2003 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项目，

出现了飞速发展的局面。到 2007
年全市冬枣面积已达到 25 万亩，但

2008、2009 年冬枣市场不景气。再

加上技术发展滞后，全市在短短两

年内刨了近 15 万亩，冬枣产业的发

展遭到重创，而后黄骅市连续举办

“冬枣节”，逐渐扩大了人们对黄骅

冬枣的认识，从 2012 年开始冬枣形

势开始回暖，农民现在自发的发展

已成主流，到目前，全市冬枣面积接

近 10 万亩,枣农的效益呈逐年上升

趋势。

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黄骅冬

枣已建立了较完备的冬枣销售市

场。2002 年孔店建成了占地 100 亩

的冬枣交易市场，年销售冬枣 5 万

吨，占总产量的 40%。同时还在市

区建立了海鲜城和贸易城两个交易

市场，先后在全国多个城市和地区

建立了冬枣直销站，还发展了网络

营销渠道。黄骅冬枣成为了中南海

“特供枣”，其加工产品已进入国内

航空食品领域。另外，黄骅市已将

“黄骅冬枣”在国家工商总局进行了

注册，整合了品牌资源，形成市场开

发的“拳头效应”。

2 冬枣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2.1 技术滞后且管理不善

在冬枣主产区都曾出现先栽后

刨的现象。原因是：发展期政府干

预、行政推动，从财政上拿出资金进

行扶持。但栽后由于技术管理跟不

上，多年没有效益，因此极大地挫伤

了枣农的生产积极性。

2.2 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大

（1）冬枣主产区病虫害发展较

重，农药使用量大，据近 10 年的调

查，平均每年农药使用次数达 19.8
次，最多达 30 次。

（2）劳力投入极高。

①由于冬枣坐果难，开甲越来

越细化，已形成以小枝开甲为主的

管理模式，平均每株树开十几刀甚

至几十刀。从而导致树体萌芽和根

部萌蘖量的增大。从萌芽到 9 月

份，不间断抹芽，周而复始，恶性循

环。20 多年来人们在执行着一条错

误的技术路线。

②疏果采摘难。冬枣的疏果和

采摘只能靠人工完成。疏果从 6 月

底开始至硬核期持续两个半月。而

冬枣采摘要分批进行轻拿轻放，若

入库贮藏更应带柄采摘，极费工时。

2.3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品质下降

（1）坐果量过大，叶果比变小，

使光合产物严重不足导致糖分上不

去，品质下降。

（2）过早采摘；冬枣是晚熟品

种，其正常的采收期是 10 月上中

旬，而为了提早上市，从白熟期就开

始采摘，导致冬枣达不到应有的品

质。

（3）滥用膨果激素。为追求个

大，在冬枣生长期多次使用膨果激

素，使冬枣质地变粗，果皮变厚，硬

度变大，甜度下降，导致品质下降。

（4）过量使用化肥，化肥的使用

虽然能在不同的生长期缓解树体枝

果的营养竞争，但过量的使用化肥，

使枣果的品质严重下降。

2.4 冬枣生产受自然气候的影响太

大

如花期遇连阴雨和干热风不能

坐果，生长期遇冰雹灾害，采摘期遇

雨裂果、大风落果等，严重的制约了

冬枣产业的发展。

2.5 成熟集中，价跌滞销

每年到冬枣采摘时周边客商云

集黄骅，前期“成熟”的冬枣都是一

些开甲未愈合，树势弱或者有残的

枣，刚开始售价 10 元以上，而当冬

枣进入正常成熟期后，大量冬枣涌

入市场，却降到让枣农心寒的每

0.5 千克 2~3 元，有的甚者仅 1 元

多。究其原因：一是市场定位不合

理，没有中高端产品的定位。二是

冬枣成熟期太集中，造成价格下

滑。三是经营方式单一，销售渠道

窄。

3 建议

3.1 加强产业导向，实现优果栽培

以质取胜

通过反思，我们清醒的认识到，

在发展规模、产量上我们落后于全

国冬枣产区，如山东滨州地区 160
万亩，陕西大荔 30 万亩，山西 20 万

亩等。但黄骅冬枣的品质，冬枣

原产地域认证以及古贡枣园的悠久

历史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我们

黄骅市冬枣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张发荣

（河北省黄骅市林业局 河北黄骅 0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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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西南地区的新良种梨树、猕猴桃。
联系人：侯贵平 电话：1588268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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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有品种调查

2013 年 9 月，中国苹果年会暨

三门峡灵宝苹果博览会召开之际，

我们收集展示了灵宝苹果品种 51
个（不包括市场上销售的 6 月底至

7 月初成熟的品种，如伏花皮、五月

红等）。

其中，早熟品种有 5 个（7 月中

下旬成熟）：藤牧、莫丽斯、、松本锦、

华硕、晨阳。

中熟品种 26 个：美八、意大利

早红、红露、金冠、金矮生、新红星、

红星、秦阳、皇家嘎拉、嘎拉、红嘎

拉、秋冠 28、华美、金世纪、夏丽、中

秋王、GS48、GS58，富嘎、秋红嘎拉、

红印度、乔纳金、玉花早富、红津

轻、北斗、俄勒岗 2 号等。

晚熟品种 20 个：澳洲青苹、粉

红女士、秦冠、华冠、国光、斗南、丹

霞、秀水、青香蕉、红富士系列中的

长富 2 号、秋富 1 号，灵宝短富 1
号，宫崎短枝、礼泉短枝、烟富 3 号、

寿红富士、2001 富士、美浓富士、寒

富、早熟富士等。

展示的 51 个苹果品种中，国

光、青香蕉、红印度、秀水、丹霞 5
个，都是寺河山 20 世纪 70 年代栽

植的老品种，极少量的零星栽植，除

红印度之外，其余 4 个品种现仍有

一定的消费者认可。

从 2014 年开始，我们又新引进

一批苹果新品种，现还未结果，有待

观察、主要有瑞士红肉苹果—红色

之爱，荷兰富士系列—KiKu 和阿

珍，美国品种蜜脆，爵士，国内新选

育的瑞阳、瑞雪、烟富 0 号等，据此，

我们估计全市苹果品种有 60~70
个。

3 建议

（1）寺河山区金冠、优系新红星

两个老品种，特别是金冠，作为地方

优良特色品种，要保留一部分，加强

管理，生产优质果，还有很好的经济

效益和市场认可度。其他老品种

如：国光、秀水、青香蕉、红印度等，

要认真普查，尽量找到一些较为完

整的植株，加强保护，像全国劳模寺

河乡姚院村刘天送 60 年的结果大

树一样，作为寺河山的“活化石”，是

寺河山苹果发展的见证，为建设寺

河山苹果主题公园及申报我国农业

文化遗产提供原始资料。

（2）关于今后苹果品种的发展，

建议按照早、中、晚熟 1∶2∶7 的结构

比例，进行适度调整。早熟品种目

前较好的，笔者认为是中国农科院

郑州果树所选育的华硕，焦村镇卯

屯村，2015 年已发展 50 亩，明年可

结果，要重点观察，组织鉴定评比。

中熟品种，嘎拉效益较好，是目前中

熟品种中面积最大的主栽品种，但

嘎拉品系多，变异大，可重点引进发

展秦阳、红嘎、秋红嘎拉等优系。晚

熟品种除发展红富士优系（如烟富

3 号、烟富 0 号、新 2001，灵宝短枝

一号、清明、美浓富士、岩富 10 等）

之外，可适当发展华冠、粉红女士。

（3）近年引进的新品种，如红色

之爱、蜜脆、爵士、瑞阳、瑞雪等要加

大品种观察力度，为今后发展提供

依据。

（4）新品种的发展，建议以村为

单位，集中规模栽植，每个村有 1~2
个主栽品种，形成“一村一品”，村村

有特色。

应牢牢抓住这一文化内涵，控制规

模和产量，推广现代林业技术，制

定操控性强，执行力度大的生产标

准，生产出优质高档枣，让“好冬枣

在黄骅”成为消费者的共识。靠品

质赢取信誉，树立你无我有，你有

我精的经营理念，牢牢把握品质第

一的主线，充分发挥冬枣协会的作

用，以优质冬枣占领国内市场，打

入国际市场，把黄骅市冬枣产业做

强做大。

3.2 大力推广标准化栽培

要生产出高品质的黄骅冬枣，

关键在于枣农对实施标准化的认

知，首先要解决的是冬枣保险的问

题，解决枣农的后顾之忧。其次建

立高标准示范园。第三是引进新品

种研冬 3 实现更新换代。第四是组

织专家技术人员联合攻关，解决每

个运作环节中的难题，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的技术培训，由市财政设立

专项经费，使各项科研成果切实为

枣农所用，提高黄骅冬枣的标准化

管理。

3.3 推广冬枣保护地栽培

目前，黄骅市冬枣几乎全为露

地栽植，在 10 月上旬成熟后集中上

市造成冬枣价格下滑，甚至出现滞

销，枣农收益不稳。国内冬枣市场

证明，冬枣提前成熟 1 周，价格比集

中上市高出一倍以上，冬枣提前成

孰 3 周，价格高出 2~3 倍以上，提前

成熟 1 个月，价格比集中上市高出

10 倍以上。因此开展保护地栽培，

错季上市，势在必行。保护地栽培

可以免除不良气候的影响，为实现

冬枣绿色有机栽培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但由于日光温室投入较高，还

需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的扶持力

度，以实现 1 万亩冬枣保护地栽培

的结构调整。

3.4 合理配置、适量发展优质高效

水果

黄骅市发展林果业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一是气候适宜。二是土

地肥沃能生产出高品质水果。而果

品类型比较单一，大量水果靠外地

供应，因此建议适量发展一些其他

优质高效水果品种，不仅能提高果

农的收入，而且为黄骅市美丽乡村

游增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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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从事葡萄栽培试验近 20年，现做品种杂交育种，希望与同
行交流葡萄品种与技术。重庆市永川区廖瑞刚、联系电话：
1862344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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