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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栗飘香，虽说即将迎来板栗

的收获季节，可对于栗农来讲，心里就像十

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惴惴不安。

而板栗面积、株数和产量均居安徽省

之首，且在全国排名“前三甲”的金寨县，已

出现栗贱伤农，或转产业，或弃之不管，究

竟是何原因所导致？

板栗成“鸡肋”

位于安徽省西部的金寨县，地处大别

山腹地，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总面积为

583万亩，其中林业用地 431万亩，是安徽省

最大的山区县。

“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是金寨的基本地貌特征。由于该县平均气

温 15.6 摄氏度，无霜期在 228 天，土壤呈酸

性和微酸性，pH 值为 5.5—6.5 之间，自然条

件特别适宜板栗的生长。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板栗作

为金寨县重要的支柱产业，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发展政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板

栗种植热潮。”金寨县板栗办公室副主任张

俊说，当时，板栗作为全县的支柱产业来

抓，涌现出了大批板栗万元户，许多农户通

过板栗脱贫致富。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

本快速上升，加之板栗深加工产品不足，附

加值低，导致整个板栗市场萧条，板栗产业

走入了低谷。

如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注

重饮食健康的同时，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悄

然转变，而板栗则已成为“鸡肋”，砍之可

惜，留之，本高利低。

对此，家住金寨县油坊店乡元冲村毛

岑组的杨正明，深有体会。今年 58岁的他，

家里 9口人，共种植板栗 17亩。

“二十年前，种植板栗收益高，大伙儿

越干越有劲，剪枝、施肥，精心管护，一斤

价格卖到 5 块钱，扣除每人每天 10 块钱的

人工费用，以及其它杂七杂八后，差不多收

入在 13000—14000 元。”杨正明掰着手指

算道，可现在，同样是 17 亩板栗，收益仅有

七八千元，一斤价格卖不到两块五，最低时

才一块二。

“收不完，宁可烂在树上，也不采”。杨

正明苦恼地说，人工费用太高。现在请人

收每人每天 150 元。“都不指望它了，顺其

自然。”

有此同感的该村前任村支部书记杨正

友，也颇为无奈地称，收益太低了，以前板

栗年年丰收，最近两三年开始分大小年，气

候条件好加上管理精细产量还好，反之减

产 的 厉 害。“关 键 是 板 栗 不 易 储 存，常 温

下，一般 2—3 天就会自身生虫，不紧着卖，

损失能达到 70%—80%。要不就必须放冷

库保鲜。”

而对于栗农来讲，个人花费大概几万

块钱建个冷库，这是不可能的，造价太高，

相当于他们三四年的板栗收入，况且板栗

树有一部分也出现老化现象，导致产量低、

品质差、病虫害严重。

“砍是不砍，大伙儿争议不断，犹豫不

决。”杨正友讲，过于廉价和高种植成本，让

很多栗农放弃种植，转而栽种其他作物。

“多为茶叶，收入比板栗高。”

作为伴随板栗“应运而生”的新型经纪

人，胡代军插嘴说，刚开始，大家争抢着干，

从中捣腾赚取差价，虽然不多，一斤利润有

时才一角钱，但产量高，大伙儿多多少少都

能分得一杯羹。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胡代军也赚了

个金盆满钵。尤其是在去年，刚有起色，就

看到部分栗农在砍树，或转产业，他很忧

愁，“能体会他们的心态，可自个还要指望

板栗呀！”

采访中，种植板栗的农民，也都殷殷期

盼着“板栗能提高附加值，这样既可促进种

植的积极性，也能满足企业深加工所需，达

到双赢！”

“今年板栗价格指不定怎样呢。”杨正

明希望，哪怕能比往年每斤能多卖出一块

钱都行。

亟待解“三难”

褐红色、沉甸甸的板栗，承载了栗农太

多的梦想。

针对栗农的呼声，多年来，对板栗发展

颇有研究、来自清华大学的洪先生认为，金

寨县板栗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从

板 栗 产 业 本 身 来 讲 ，该 县 的 先 天 条 件 不

错。“如今，关键需要解决的是提高板栗产

品的附加值，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洪先生表示，应引进适应市场抗病性

强的板栗优良品种，通过新技术改良，在提

高板栗产量的同时，建立板栗产业示范园

以加快推动其快速发展。

据了解，在河北省等板栗种植生产地

区，栗农们会和一些板栗加工企业直接对

接，做成糕点、罐头、饮料、药材等产品，以

提升其附加值。

“ 金 寨 正 需 要 加 强 这 种 产 业 链 的 延

伸。”张俊表示，当前，阻碍金寨板栗发展的

主要原因是市场低迷；而内因则是管理水

平下降、品种混杂，以及贮藏加工业发展滞

后这三大难题，亟待解决。

近年来，由于板栗市场不景气，生产成

本高，销售价格低，经济效益差，严重影响

了栗农生产积极性。

“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留守

人员大都是妇幼和老人，导致很多栗园长

期粗放经营，不修剪，不施肥，病虫害严重，

密度过大，产量低。”张俊担忧地说，就连曾

经是丰产的栗园，现如今也开始逐步沦为

低产林地。

由于未形成全面的生产、贮藏、加工、

销售一体化发展格局，板栗价格受制于经

销商，市场波动大。

张俊称，每年板栗集中上市时，由于深

加工不足，难贮藏，须集中在短时间内销

售，导致板栗销售季节价格急剧下跌。

据悉，全县每年约有 7000 吨小、嫩和轻

微病虫栗，因无法销售和利用，造成经济损

失达 3000 多万元。现在板栗加工企业主要

以速冻板栗加工为主，并且年加工能力仅

占全县板栗产量的 1/3，远远不能满足全县

乃至区域内板栗发展的需求。“必须大力扶

持深加工企业开发新品种，提高板栗的附

加值，从而带动板栗产业发展。”

据统计，目前，金寨县现有栗园 50 万

亩，板栗株数达 1600 万株，年产板栗 3 万

多吨。

多举措“加码”

有着“全国经济林板栗之乡”之称的金

寨县，板栗一度成当地农民最主要的经济

来源。但经过 20余年的发展，现在，板栗的

道路已越走越窄，甚至到了“砍”的地步。

据调查，金寨已有个别乡村存在砍树

之举。

那么，该如何重新调动栗农的积极性，

加快板栗的发展？政府又有哪些优惠政

策？具体措施是什么？

对此，2013 年，金寨县委县政府出台

了《全 县 板 栗 产 业 发 展 实 施 方 案》，去 冬

今 春 又 引 进 适 合 本 县 生 长 、抗 病 虫 能 力

强的外省优良板栗品种 2 个，同时，依托

板栗加工企业通过高枝换优计划完成良

种 改 造 1 万 余 亩 ，为 重 振 板 栗 产 业 奠 定

了基础。

板栗良种改造是从湖北等地引进的优

良品种，以企业为主体进行改造，政府通过

以奖代补进行支持。并大力扶持企业研发

新产品，对获得省级或国家级认证的，分别

给予 5万元或 10万元的奖励。

据了解，今年县财政已安排 50 万元用

于对企业良种改造的补贴；另外，又投入 50

万元用于板栗的宣传、科研和其他方面的

奖励。

不仅如此，金寨还建有一条 4公里长的

板栗集散地，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板栗交易

市场，吸引了二十多个省市数以千计的客

商和栗农前来交易。

据统计，2013 年，金寨船冲板栗市场板

栗交易数量达 2万余吨。

另外，金寨县正计划对板栗采取分类

经营，对于立地条件好、农民改良积极性高

的，大力扶持。而对于立地条件差、品质低

下、树体老化等无培育前途的板栗园，进行

封山育林。

“特别是已划为国家公益林的板栗园

退出板栗经营，实行封山育林，充分发挥其

生态效益。”

为使板栗减少损失、降低病虫害，金寨

县还与国内大专院校建立合作关系，以帮

助金寨提供板栗病虫害防治的相关方法和

措施，以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板栗属于一年生多年受益。一般是种

植后的六年开始采摘。盛果期可达到二三

十年。如果板栗树老化或低产，需进行改

良嫁接或重新栽植。

“金寨县在发展板栗之初，政府对板栗

基地发展进行补贴，每亩补贴有 5 元到几

十元不等。”张俊介绍说，全县还建立了十

余家板栗专业合作社，以集散收购等经营

为主。

而祝光生，就是金寨县元冲板栗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该社成立于 2012 年，主要是

推广板栗脱壳机，目前，全县仅此一家。

“按前几年看，单卖板栗仁价格相对可

观，一斤收购价格约 8 元，折合鲜板栗约每

斤 4元。”祝光生说，这样可以让栗农多增加

点收入。

令祝光生欣喜的是，今年金寨县为了

做好板栗脱壳服务，计划投入 20—30 万元

用于政府采购板栗脱壳机，这对他来讲，无

疑是好消息。

张俊告诉他，只要产品质量达标，可按

程序参加政府采购。

为帮助指导栗农科学种植和管理板

栗，金寨县建立了上下贯通、纵横相连的板

栗科技服务网络，县、乡成立了板栗生产领

导组和办公室，组建了县、乡板栗产业协

会、板栗科技服务中心。

据了解，全县林业系统拥有技术人员

一百余人，均具有多年板栗生产实践经验

和生产技能。板栗经纪人也有近 2000人。

张俊称，当前工作重点是“两手抓”，即

一手抓优良品种，另一手扶植深加工企业。

插上创新“翅膀”

多年来，金寨县板栗生产加工企业一

直沿用传统方法，仅是简单的加工生产成

速冻栗仁、板栗罐头等产品，附加值不高，

严重制约了板栗生产发展，影响栗农种植

的积极性。

为突破“瓶颈”，经过多方考察、探索，

金 寨 县 明 确 了“ 用 高 新 科 技 推 动 板 栗 发

展”，并相继出台政策并发布文件。

正因有这诸多举措，才为今天的金寨，

招来了一只“金凤凰”，让板栗插上高科技

“翅膀”，创新产品，使小板栗撬起大产业。

千里之缘一线牵，这只“金凤凰”能够

“栖息”金寨，缘于金寨金栗源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栗源）与陕西天宝大豆

食品研究所的强强联手。

说到此，就不得不提洪先进，这位“金

栗源”的掌舵者。而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在

板栗行业中“大干一场”，起因之一便是“铭

记嘱托不辱使命，敢为人先做强板栗。”

这十六个字，悬挂于“金栗源”办公楼

的大厅，每次经过，洪先进都会驻足细读一

遍，时刻牢记，自己不仅仅是在做大一个企

业，而是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不能前人栽

树后人砍树，是要让后人致富。”

洪先进回忆道，去年金秋时节，自己还

乡。“品尝着口中美味的板栗，却看到有栗

农要砍伐栗树。当时，那一刻他的心口隐

隐作痛。”

为何会这样？连续多天，疑问始终萦

绕其头上，苦思冥想。“板栗保鲜冷藏，做

罐头出口现已无法挽救板栗的颓势，那么，

是否可以考虑研发板栗富含淀粉特点的饮

品呢？

恰在此时，洪先进从朋友那得知陕西

天宝大豆食品技术研究所所长郭凯教授，

多年钻研从大豆中提取肽营养高蛋白，并

荣获多项专利。

众所周知，大豆和板栗均为优质植物

蛋白源，已成世界的共识。“大豆可以提取

肽，那么板栗呢？”带着疑惑，洪先进在朋友

的帮助下，与郭教授取得联系，并得到其慷

慨援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次实验后，以板

栗为原料，从中提取并开发出板栗肽营养

系列产品，终获成功。

经行业专家鉴定，全板栗肽营养品作

为优质的植物蛋白肽，可以直接且完全吸

收，已成为人类未来蛋白食品产业发展极

其重要的方向之一。全板栗肽营养口服

液、板栗肽乳酸菌饮品、板栗肽全营养酒这

三种产品均属世界首创，填补国内外空白

项目。该项目作为生物工程技术的前沿，

研究难度较大，属于高新技术范畴，产品和

技术均达到国内外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一听到金寨板栗将获“新生”的好消

息，今年已 96 岁高龄的老红军、金寨籍开

国上将洪学智将军的夫人张文女士感到很

欣慰。

随之而来，好评如潮。就连洪先进自

己也不曾想到，“还没开始正式批量生产投

放市场，就已经赢得不少客户。”

据了解，目前，“金栗源”已成功研制的

除了板栗肽口服液之外，还有板栗肽乳酸

菌饮品和板栗肽全营养酒，而这三项现均

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被北京、上海等多

家医院预先订购一批。

作为国家十二部委确定的“全国青少

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技创新实验示范（金寨）

基地”，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的“金栗源”，计

划总投资 1.7 亿元，用于安装板栗肽口服

液、板栗肽乳酸菌饮品、板栗肽全营养酒等

7 条生产线，计划年加工板栗 2 万吨，年产

板栗肽口服液 1500 吨，板栗肽乳酸菌饮品

1.8 万吨，板栗肽全营养酒 5000 吨，届时，

将实现销售收入 5.74 亿元，利税达 8000 万

元以上。

洪先进称，目前，板栗肽口服液，板栗

肽乳酸菌饮品两条生产线已安装竣工，预

计将于 8月下旬正式投产。

引领营养新时尚

近 30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国食物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已逐渐完成由原来

从动物中摄取蛋白质转变为以植物为主的

“食物革命”。

那么，该如何有效地从食品中摄取蛋

白质，以满足人们正常生理机能、生长发

育、美容和健康的需要，是大家普遍关心的

问题。

不少人认为，多摄取豆腐等植物蛋白

质为好，使“豆腐宴”等饮食掀起“发烧”热

潮 ，但 是 ，由 于 其 抗 营 养 性、致 甲 状 腺 肿

大、胃 肠 不 适 恶 心、胀 气 等 现 象，如 今 已

“退烧”。

另外，我国营养专家表示，每日摄取

15%至 16%的动物蛋白，就可能启动癌症，

促进肿瘤发生，而来自大豆等植物蛋白质，

就算摄取高单位也不会致癌，并可减少肿

瘤发生。 还有，人们接触环境中的有毒化

学物，90%以上是因为吃了动物性产品。

与动物蛋白相比，植物蛋白含量较多，取材

来源广泛，日常摄入量大。且在加工生产

过程中，其成本和工艺相对容易和廉价。

郭凯教授说，运用高新技术进行深加

工 ，则 可 大 幅 提 高 植 物 性 食 品 的 营 养 价

值。以大豆、板栗为例，如果简单粗加工后

食用，所含蛋白质的吸收率仅 60%，而制成

大豆肽、板栗肽等营养食品，则蛋白质的吸

收率几乎可达到 100%。

有院士表示，通过高新科学技术来挖

掘农、林、水等各类土地空间区域的生产潜

力，可有效统筹生态、食品安全和就业，创

造较高的产值。

而洪先进带领其团队利用高新技术，

以板栗为原料所成功研发的板栗肽系列营

养产品，不仅实现了板栗传统生产工艺的

乘方式升级、让一度失宠的板栗重现勃勃

生机，还让数十万栗农重拾种植信心，这将

成为引领营养健康食品的新时尚，使人们

生活方式发生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洪学智将军

的遗愿，切切实实帮助栗农增收致富，奔向

小康，过上幸福生活。”洪先进铿锵有力地

讲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得做一点事业。财

富是属于全社会的，有了钱就要回报社会。

接下来，洪先进计划成立植物果实提

取肽系列产品研究所，同时，也着手研发利

用“林、草、鹅、菌、沼”来发展循环经济，在

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以扩大植物蛋

白 来 源 ，积 极 探 索 植 物 蛋 白 发 展 的 新 路

子。并通过建立植物蛋白产业集聚区，来

发展植物蛋白肽、化妆品、生物肥等产品。

从他的讲话中，不难看出，“金栗源”

正凭借它引进的先进设备和高科技人才

团队，让金寨乃至整个大别山区的丰富资

源，物尽其用，让红军摇篮、将军故里，再

现辉煌！

■链接

全板栗肽口服液是运用现代生物工程的
组织蛋白工程技术和现代物理学纳米技术研
制而成，这一发明填补了国内外板栗深加工技
术的空白。被国际食品专家誉为“未来食品”。

最新科技研究成果表明，人体摄入蛋
白质主要以肽的形式吸收。行业专家表
示，该科技成果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一直
认为蛋白质的摄入是胃和小肠内多种蛋白
酶作用完全水解后，以氨基酸小分子形式
为人体缓慢地部分吸收的观念和认识，从
而将引发人体对蛋白质吸收上的革命，产
生了直接吸收的新理念。不仅对平衡营养
战胜人类“第一杀手”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
病等富贵病，实现健康长寿具有积极作用，
还有助于老年人、婴幼儿各类体弱病人迅
速补充营养和运动员、手术后病人、产后妇
女的体力恢复。

而板栗肽乳酸菌饮料，除了富含多种
益生菌、蛋白质及钙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之外，还易为人体所吸收利用，同时，也有
利于破坏和抑制肠道中腐败菌和毒素的滋
生，调整菌群平衡，使人体免受或减轻有害
物质的侵害。对年老人、儿童、患乳糖不适
应症及缺乏胃酸者尤为适应。

与牛奶等动物乳类乳酸菌饮品相比，
其无胆固醇、无动物脂肪（即无饱和脂肪
酸）、无乳糖，富含天然双歧因子、直接为人
体吸收的肽、黄酮类物质、膳食纤维等十二
大优势，并且成本低，只有牛奶的20%。被
世界粮棉卫组织称为健康食品的主流和人
体肠道的“小护士”。

发展板栗 大有作为
□ 胡利娟

编者按：
板栗，曾经是安徽省金寨的农业支柱产业之一，曾有“农民取不完的绿色银行”、“不费力气的懒庄稼”之美誉的“铁杆庄

稼”。
尤其是板栗的种植、引进和推广，还倾注了金寨籍、开国上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将军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位侠骨柔肠的将军，在帮助家乡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后，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他又一心想着大伙儿

能再借助这小小板栗，尽快奔上一条新的致富道路。为此，老将军曾为金寨板栗发展支招出力，并牵线搭桥，同时，还亲笔
挥毫题词：发展板栗 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