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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食品安全

2017年6月，核桃

箐核桃被国家质检总局正

式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这将极大推动当地核

桃产业化发展，带动当地

百姓致富增收。

核桃，原名胡桃、羌桃，与扁桃、

腰果、榛子并称为“四大干果”。核桃

性温、味甘、无毒，有健胃、补血、润

肺、养神等功效。《神农本草经》将核

桃列为久服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上

品；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记述：

核桃仁补气养血，润燥化痰，益命门，

处三焦，温肺润肠，治虚寒喘咳、腰脚

重疼、心腹疝痛、血痢肠风。

历史悠久名声响

乌江核桃箐核桃，因产于贵州遵

义市播州区乌江镇核桃村而得名。核桃

村的名字经历了几度更迭，新中国成立

前叫做核桃箐，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核

桃大队、核桃公社，现在名为核桃村。

核桃村种植核桃历史悠

久，人工栽培、经营核

桃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全村共种植核桃150多公

顷，核桃覆盖率达80%

以上。

在核桃村，百年古

核桃树有230棵，树龄

最长的有1000年左右，树干最大的需

两人合抱，这些古核桃树生命旺盛，

至今每年仍能挂果。很多核桃树都挂

有“铭牌”，大多是褐色底黄色字体

写有“乌江核桃箐•百年核桃古树”和

红色数字组合的牌子，如核桃树挂有

“6—08”的红色数字牌，“6”表示

这棵核桃古树经过有关专家推算已经

有600年的历史，“08”是表示该核桃

古树是全村现存下来编号为第8棵的核

桃古树。

核桃箐的核桃生长在海拔1000米

以下的油砂地与小黄泥交接处，由于受

地理和小气候的不同影响，加上一些独

特的人工管理，核桃箐出产的核桃油脂

和香味比其他地方的核桃更胜一筹——

核桃外壳薄而洁净、果肉丰满、肉质洁

白。清朝乾隆年间，这里的核桃曾被选

为贡核桃。2011年9月，核桃箐核桃获得

首届中国核桃节产品评选优秀奖。

小果做成大产业

2008年，核桃村开始着重发展核桃

特色产业，大面积种植核桃树苗。近年

来，村民们主要靠发展以核桃为代表的

种植业、劳务输出及核桃干果加工经营

等来脱贫致富，核桃产业已经成为当地

的主要经济来源。

据了解，遵义县政府部门已把核桃

产业列入扶贫攻坚工程，不断加大技术

投入。通过创造性采用密株移植法，为

核桃树创造出阳光充足、通风透气、便

□ 森姚/文

地理标志

乌江核桃箐 小果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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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乌江镇农村产业加快发展，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结合产业

发展状况创建了核桃村核桃种植示范

基地，结合站点制度落实好、教学管

理好、队伍建设好、设备维护好、发

挥作用好的“五个好”要求，创建了

核桃村远程教育示范站点等，切实发

挥示范基地、示范站点产业发展示范

户的模范带头作用。

如今，乌江镇不仅按照“一村一

品”的规划打造核桃特色产业，还积极

组织各方成立了专业合作社，通过电商

模式把核桃村的核桃推向更大的市场，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让更多农

户获利。

				

地标保护助发展

2017年以来，遵义市质监局抓住

当地政府提出的“贵州绿色产品风行天

下”的机遇，坚持“保护一个产品、做

强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拉动一方

发展”的工作思路，以特色产品实施地

理标志保护为抓手，以地理特征、人

文历史、特色品质为衡量标准，

结合遵义市主要

特色产品种类和

发展方向，大力

推进具有资源优

势的特色产品地

理 标 志 保 护 工

作，积极组织培

育和引导符合地

理标志保护的特

色产品申报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

2017年6月，核桃箐核桃

被质检总局正式批准为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产地范围为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现辖行政

区域；品种为适宜产地范围内

栽培的大泡核桃、香玲核桃等

于管理的生长环境，减少农资和用工投

入；同时加强对种植农户施肥、病虫害

防治和修枝整形等抚育管理指导培训，

促进核桃早产、稳产、高产，实现核桃

产业提质增效。

同时，播州区乌江镇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深入贯彻落实大生态、大旅游、大健康

的发展战略，突出重点，推进跨越式发

展，不断加强农业结构调整，现代农业

发展实现新突破。推行核桃密株稀植，

净增核桃种植面积100多公顷，全镇核

桃种植达1100多公顷，年产10万公斤核

桃，建成9个核桃管护示范点，示范基地

产生“洼地效应”，精准助力全镇传统

农业增值。

此外，乌江镇还实施了远程教育

促进生产力“双百双万”工程，大力

Tips
核桃箐核桃加工要求

1.脱青皮：在阴凉处或通风

室内堆沤，堆沤厚度≤50cm，当

青皮膨胀或出现绽裂时，敲击使

青皮裂开坚果脱出。

2.清洗：核桃退皮后及时清

洗，清除表面杂质。

3.干燥：晒干或烘干至坚

果含水率≤8.0％，烘干温度

35℃～45℃。 

4.储藏：选阴凉、干燥、通

风、背光环境。

优良品种；立地条件要求：产地范围内

海拔800m〜1600m，土壤类型为山地黄

棕壤、黄壤紫色土、石灰土，有机质含

量≥1.0%，pH值5.5至7.5，土层厚度

≥40cm；采收要求：青果由绿色变成黄

绿色，2/3以上的果实青皮自然开裂或

脱落后开始采收；感官特色要求：坚果

外壳呈近圆形或椭圆形，缝合线紧密，

窄而凸起，黄白色或浅琥珀色；果仁饱

满，浅白色或浅黄色，口感香纯，易取

整仁；理化指标要求：横径≥30.0mm，

出仁率≥50.0%，脂肪含量≥55.0%，蛋

白质含量≥15.0%。

“核桃箐核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后，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核桃品

牌建设的意识，坚定了乌江镇发展绿色

农业产业的信心和勇气，并成为当地核

桃产业发展的助推剂。下一步，遵义市

质监局将加大力度，进一步指导农户标

准化种植，并不断提升核桃的品质，打

造核桃品牌，让核桃成为贵州的一张知

名名片。

如果你来到乌江镇核桃村，走在

千年古核桃树下，品一品与众不同的核

桃箐核桃，那种美妙的滋味会让你回味

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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