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智+”，实现全链条精准管理

很多爱吃山核桃的消费者，都听说过“姚生

记”的产品。去年，这家坚果界的“航母级”企业

把总部从杭州滨江搬到了临安龙岗镇，并投资

2.86亿元建设了一个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数

字工厂，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地标。

谈及此次搬迁，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邓杨勇说，除了考虑到这里是山核桃生产

加工重要阵地这一因素外，更希望借机打造数字

化全产业链模式，重塑生产、加工和销售各个环

节。

自动码垛机，一个机械臂可以顶好几个人

工，又快又准；一整排坚果隧道炉烘烤设备，量大

又省人力，烘烤质量稳定；坚果行业里，杭州唯一

的一台三箱式稳定性试验箱，可以精准测量产品

保质期……数字化工厂的投入，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

“数字化渗透到我们每个生产环节，在大大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改变了

企业原有的商业经营模式，优化了

各项业务流程，不断激发出企业的创

新活力。”邓杨勇在谈到数字化给企业带

来的变化时十分感慨。

不止在“姚生记”，在山核桃林区、加工主体、

专卖店等各个环节，数字化应用无处不在。

“我们通过着力打造‘山核桃产业大脑’，织

就‘天目云农’一张网，推进数字化技术在山核桃

生产、加工、销售、管理中的全方位运用。”临安区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在生产过程数字化管控方面，临安

已建成13个山核桃数字赋能示范基地，应用卫星

遥感等数字技术，建立林地生态适宜性和灾害评

价模型，依托病虫害 AI 识别应用，实现“及早发

现、数字预警、联动处理”的病虫害防治闭环，提

高防治效率；在加工销售数字化应用方面，通过

“浙食链”等大数据平台，对加工企业山核桃原料

和加工投入品实现监管并溯源，利用电商大数据

实现消费者画像，帮助企业实现精准营销、精准

加工；在服务需求数字化方面，开发“临农一件

事”，上线“我要开票”等18项“我要”系列功能，为

林农提供山核桃全产业链服务。

目前，“山核桃产业大脑”联通浙江乡村大

脑、食品监管云平台、农业投入品监管平台，实现

数字示范基地气象、土壤、虫情实时监测，已采集

数据1494余万条，注册用户23267名，月活跃1.8

万人次，覆盖50亩以上基地37个、合作社154家、

加工企业160余家、山核桃产业协会会员单位82

个，助力山核桃全产业链增收4亿元以上。2022

年,“山核桃产业大脑”获得省数字乡村“金翼奖”

十佳应用称号。

“生态+”，从种植源头抓起

“山核桃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喜中性至

微酸性土壤。一般多在高海拔地区栽培。”浙江

农林大学环资学院教授叶正钱深耕山核桃种植

领域多年，对其栽培颇有研究。

他告诉记者，前几年，当地人已充分体会过

“涸泽而渔”的痛苦滋味。“盲目扩大种植面积、片

面追求产量，严重破坏了山核桃林区生态系统，

导致水土流失，土壤退化严重，山区民生福祉受

到严重威胁。”

2019年，“利奇马”台风登陆浙江，更是对林

农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彼时临安共

有60余万亩山核桃不同程度受损，冲毁倒伏山核

桃树6万余株左右，落果约1200 吨，林道等基础

设施毁损达 260 多公里，当年山核桃产量减产

10%左右。

面对惨痛教训，从2019年起，临安把开展山

核桃生态化治理作为灾后重建的“五场硬仗”之

一。围绕地质灾害点、冲刷裸露区、挤占阔叶林

等重点区域，全面推进“退果还林”，实施山核桃

林相改造和山核桃秋冬林下覆绿工程，建设测土

配方施肥示范基地，创新探索应用“山核桃蒲壳+

羊粪”技术，山核桃树体树势得到有效恢复，品质

进一步提高，土壤退化、生态失衡等问题得到有

效遏制。

在海拔 500 多米的临安昌化西谷坪经济林

林场里，负责人应涛告诉记者，林场采用“山核

桃+杨梅”等混种模式，林下套种黄精等中药材，

应用土壤改良和测土配方技术，施用羊粪等有

机肥料。“今年我们山核桃干籽就收了 5000 公

斤，能卖 20 多万元，等明年还能采收黄精，经济

效益一下就上去了。”

记者从临安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

临安已全面推进“退果还林”2.15万亩，建成“山核

桃+香榧”“山核桃+珍贵树种”等示范基地

30个，实施山核桃秋冬林下覆绿工程8万

亩，推广张网 9 万余亩，推广应用优质

嫁接苗2万余亩，建设测土配方施肥

示范基地 40 个，涉及面积 6000 余

亩，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双赢。

近年来，临安先后涌现出280 多家食品加工

企业，其中省市级龙头企业6家、区级龙头企业5

家，年加工能力突破3万吨。仅位于龙岗镇的中

国坚果炒货食品城，就集聚了170余家炒货食品

加工产业链企业。

光看数据非常喜人，但当下也面临着内外两

大危机。业内相关人士表示：一方面，山核桃产业

经营组织化程度较低、价格不稳定、反复发生滞销

等情况；另一方面，安徽宁国、绩溪、歙县等周边地

区山核桃产业发展迅猛，对临安山核桃产业的领

先地位产生了不小的挑战。

面对冲击，龙岗镇率先开启转型之路。从“小

坚果、初加工、单一产业”向“大

食品、精制造、多元业态”转

型升级，致力打造百亿级

食品产业集群。

“我镇重点是在坚

果产业综合服务能

力提升上下功夫。”

龙 岗 镇 镇 长 姚

晗说，该镇先

后打造新经济

产业孵化中心、共

享直播空间、山核桃

透明工厂等一批创新

平台，倾力打造“一核两

园三区四中心”，全力为坚

果产业提供仓储、公共保

税、快递物流、检验检测、集中

采购等服务。通过一系列“补链”“强链”措施，

增强对坚果炒货食品行业的服务能力和客户黏

性。

今年8月初，2023中国国际坚果大会暨首届

临安坚果食品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来自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坚果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贸易商、

专业协会等齐聚龙岗，在共谋坚果行业商机的同

时，共论以山核桃为主的坚果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在谈及龙岗镇山核桃产业发展规划时，姚晗

表示，未来将推动坚果炒货食品的品牌建设，打响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炒货品牌。

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中国坚果

炒货专委会副会长王长青与姚晗的想法不谋而

合。“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美好。我们在走

规模化、产业化、数字化发展的同时，要重视品牌

的强大力量。”

目前，当地已发布了“天目山宝”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山核桃是主打品种。还配套制定了品

牌管理和使用授权办法，制定了炒制山核桃、手剥

类山核桃和山核桃仁三个行业标准。

近年来，临安还连续举办中国临安山核桃开

竿节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临安山核桃品牌知名

度。目前，“临安山核桃”已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成功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国经济

林产业区域特色品牌，品牌价值达到32.38亿元，

连续5年获得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评估价值榜

坚果类冠军。

“品牌+”，
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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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界“王者”华丽转身的背后
——临安山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李曜清/文 蔡希师/摄

山核桃是临安农业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当地8个主产区镇4万户林农收入的重要来源。统计

数据显示，临安有山核桃种植面积57万亩，2022年山核桃产量1.63万吨，占全国的33%，一产

产值8.76亿元，占全国山核桃总产值的33%。

为持续推动山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临安以创建省级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县为契机，先后

实施了临安山核桃亮牌战略三年攻坚行动，加快推进山核桃林地生态化治理等行动，开展山核桃

产业发展示范建设，加快推进山核桃科学经营，持续推进山核桃产业升级，实现山核桃产业数字

化、生态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山核桃林情况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山核桃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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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生记数字工厂一景姚生记数字工厂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