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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调研分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北疆各师樱桃、杏、桃、西梅、杏李等核果类果树产业发展现状，指

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为兵团核果类果树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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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tone fruit tree industry, such 
as Cherry, apricot, peach, Prune, apricot and plum in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nd North Xinjia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advances some solving meas-
ure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ruit tree industry in XP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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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疆是中外闻名的瓜果之乡，也是世界六大果品生产带之一，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造就了新疆

林果产品特有的优良品质，奠定了新疆建设优质林果基地的良好基础[1]。“十三五”以来，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农业生产力布局不断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形成“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2]；特色林果业在兵团

农业中的比例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市场流通体系逐渐完善。核果类果树是特色林果产业结构调

整和发展的主要方向，未来将迎来大发展。为统筹“十四五”规划，分析研判当前林果业生产的形势及

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建议，开展了兵团桃、杏、樱桃、西梅等特色核果类果树发展情况调研，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2. 兵团特色核果类果树产业现状 

2.1. 核果类果树发展现状 

据调查，2020 年新疆兵团特色核果类果树主要以樱桃、杏、桃、西梅、杏李等为主，总规模在 20
万亩以上[3]，南北疆均有分布。其中北疆沿天山北坡一带、伊犁河谷形成了以桃、杏、樱桃、西梅、杏

李等特色核果类果树的新型产区，如四师 61 团、六师 101 团、八师 143 团的桃；四师 61 团的杏；六师

土墩子农场、八师 134 团、九师 163 团的樱桃；四师 61、62 团的西梅等；南疆环塔里木盆地一带是林果

业发展的优势产区，该区域是兵团特色林果(樱桃、西梅、杏李等)产区，如一师 8 团、9 团、三师 41 团、

44 团的甜樱桃；三师东方农场、莎车农场的西梅；一师 9 团、三师 51 团的杏李等名优特品种。核果类

果树产业在南北疆兵团区域发展较快，范围较广。 

2.2. 核果类果树产业定位明确 

兵团“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提升农地质量为

根本途径，推广水肥一体化、盐碱地治理、化学污染治理等现代农业技术，努力把南疆地区建设成兵团

优质棉、特色林果和牛羊养殖主产区。同时在林果业结构调整中提出要做强林果产业。持续推进干鲜果

品向优势主产区集中。优化果树品种结构，稳定干果生产，大力发展鲜果，推进葡萄、樱桃、西梅等替

代进口果品的优质鲜果生产，因地制宜发展名优特新品种和设施林果。 

2.3. 核果类果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林果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南疆鲜果产业在迅速发展，兵团林果业“北强南弱”的现象在逐步

改善。特色核果类果树在南北疆发展迅速，产量效益明显。统计显示，2020 年兵团桃产量 11.08 万吨，

增长 72.89%；杏产量 7.51 万吨，增长 91.88%；樱桃产量 0.04 万吨，增长 98.2%。核果类果树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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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目前已经到了实施标准化科技示范园建设，集成各项高效生产技术，提高果品质量效益阶段。 

3. 存在的问题 

3.1. 核果类果树产业优势显现度不高 

林果业是兵团的特色产业，也是兵团农业的弱项。近年来受频发的极端天气及不合理的栽培管理技

术等影响，兵团的名优果如香梨、红枣等品质下降严重，优级果品占比较少。另外，但受产品供求关系、

市场波动、资源约束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兵团林果业市场竞争力不强。以桃、杏、樱桃、西梅等为主

要品种的核果类果树由于产业规模小，较分散，更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3.2. 产业布局区域性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兵团林果产业布局区域性不平衡，北疆有 120 个团场、南疆分布有 58 个团场。兵团林果业主要分布

在南疆，北疆主要以葡萄为主，南疆主要以红枣、苹果、香梨为主。不同种类林果产品产能和生产区域

不平衡。特别是核果类果树的杏、桃主要分布在伊犁河谷的四师和北疆八师，而南疆和东疆地区主要以

西梅、杏李、核桃为主，不同区域特色林果布局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不足，产业区域布局均衡发展的

优势没有得到充分显现。 

3.3. 产业技术力量薄弱 

目前从事林果业管理的技术力量与当前师市林果业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师、团各级从事林果业

管理的专业人才较为匮乏，团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大多为大农业管理技术人员兼管林果业，技术力量非

常薄弱，导致推进果树提质增效后劲不足，林果业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3.4. 果品市场化程度低，品牌建设匮乏 

林果营销体系不健全，对外市场开拓不够。果品销售较多还是“各自为营”，市场信息不对称，无

序竞争，没有形成营销体系，品牌影响。林果合作社作用发挥不明显，组织化程度低，合作社社员文化

素质不高，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体现；管理上服务不到位，不能有效吸纳职工群众。 

4. 对策建议 

4.1. 扩大特色林果种植规模 

优化天山北坡特色林果的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小宗果品桃、樱桃、杏等，进一步扩大北疆沿天山北

坡一带桃、蟠桃的种植规模，如六师 101 团、土墩子农场、八师 143 团。持续推进果园标准化管理及标

准园建设，提升规模效益及品牌效益；依托天山北坡一带沿线城市消费群体，加快观光旅游、果蔬采摘

等体验、休闲农业产业规模，扩大发展草莓、桃种植，如七师 129 团、八师 136 团、146 团的日光温室

草莓。进一步提升六师土墩子农场、八师 134 团设施大棚樱桃种植技术，扩大规模。 

4.2. 加大标准化果园建设 

进一步完善标准化建园配套技术。加强果园标准化建设，促进农机与农艺想配套，突出效果。以市

场为导向，建立一批“可看、可学、可复制”的标准化示范园，完善配设施及技术，在现有以红枣、核

桃、苹果、香梨等为主的产业基地中积极发展李(杏)、樱桃、西梅等特色优势鲜果品种林果基地，建成“两

品一标”特色核果类生产基地 10 万亩以上，鲜果类优质果率稳定在 80%以上。推进果树水肥一体化和简

约化栽培高效生产管理。建设高标准精品果园 5 万亩以上，每个优势产区师(团)建立 0.5~1 万亩的标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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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果园，实现增产增收。探索研究提高林果业产量和品质的科学方法及配套技术，努力促其推广应用。 

4.3. 建立健全技术指导服务常态化机制 

尽快充实师团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和连队技术人员，完善技术服务队伍；在聘请专家集中讲课、

现场指导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已有的示范园统一组织果农现场观摩学习，增强培训效果。积极发挥兵团

“两校一院”的技术示范作用，不断加强同内地高校及专业院所的合作，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优良品

种，在果树生产的关键环节或特殊时期开展技术服务或技术咨询，健全服务体系，加强技术培训，提高

农户生产管理水平。 

4.4.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品牌意识 

通过“冬季大培训”召开现场会、技术培训等方式积极宣传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突出宣传品牌强农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质量导向意识，引导职工群众由

注重产量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加强龙头企业品牌培育工作，提升品牌影响力，鼓励林果生产经营

主体积极申报认证“三品一标”，鼓励林果合作社创建名优品牌，扩大品牌影响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4.5. 加快开展北疆师市林果业保险试点工作 

针对北疆林果业抗风险能力差、投入高、见效慢等问题，以杏、桃等树种为重点，积极开展林果业

保险试点，加强与保险公司的对接，探索制定林果业保险理赔标准，最大限度分散职工群众林果业生产

的风险，增强职工群众发展林果业的信心。 

5. 展望 

林果业是兵团的特色和优势产业，如何将特色表现出来，将优势发挥好并能体现出高质量发展是兵

团林果业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作为规模相对较小的核果类果树更应该明确发展定位，做优生产种植环

节，加大技术研发支持，加强营销及加工环节的介入，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借助核果类果树产业发展

探索并努力实现兵团特色果树产业新发展，为兵团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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