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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小南”电商公司立足

成县、辐射全国，用全新的“代理+

分销”模式销售陇南的农特产品，

让更多的陇南农特产品源源不断

地走出大山，切实解决电商发展

过程中农户有货无市的难题。

盛夏之初，站在成县犀牛江

畔，放眼望去，满山翠绿，核桃树

遍布地畔山间，山风拂过，青色

的核桃伫立枝头，一派丰收的景

象映入眼帘。

成县核桃种植历史悠久，有

1700多年的历史，核桃种植已

成为全县特色产业。成县拥有

众多百年老树核桃，有的老树可

追溯到一千年以前，50年以上的

核桃大树有三千多棵。而成县

作为全国核桃主产区之一，种植

面积达51万余亩，1100多万棵，

人均50棵。2022年成县核桃坚

果产量达到 3.69 万吨，产值达

4.43亿元，核桃产业已成为成县

种植规模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

优势特色产业。

特殊的气候赋予成县核桃

不一样的营养价值。成县地处

西秦岭余脉，地势呈西北高，东

南低，海拔在750-2377米之间，

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

冷暖适度。其特殊的地理条件，

适宜于核桃生长，和其他地方相

比，成县核桃树势强壮，40年生

树高可达13米，干周1.5米，直径

达10米以上。果大形圆，皮薄仁

饱，肉香色纯、出油率高，核桃仁

浅黄或琥珀色，肥厚饱满，无异味

无生涩，香甜可口，营养丰富，品

质上乘，含油率一般在 63%-

69%之间。成县核桃富含氨基

酸，比国家标准均高出 10%-

20%，其中锌含量每千克达到38

毫克，高于其他地方核桃6毫克。

“陇小南”解决
果农后顾之忧

近日，笔者在成县“陇小南”

电商公司展厅见到了公司负责

人赵武强，几百平米的展厅摆放

着陇南市所有的名优土特产品，

赵武强对展厅上百种土特产如

数家珍，是产地、加工过程、营养

成分等讲得头头是道，是成县的

核桃和核桃油。作为土生土长

的成县人，核桃陪伴着他长大，

少年时看到好多果农的优质核

桃卖不出去，付出的辛劳得不到

回报，那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

要把果农的核桃卖出去，不让果

农为卖核桃而犯难。

2016年3月，“陇小南”电商

公司成立，其前身为成县“陇小

南”网货供应中心，是针对原有

网货供应平台作用发挥不明显

而组建的为中小网商、微商提供

网货“一件代发”服务的专业网

货供应平台。2019年陇小南启

动全产业链升级项目，在成县陈

院镇梁楼村建成占地7000平方

米的集农产品种植、收购、生产、

研发、加工、仓储、冷链、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农业综合

体。截至目前，“陇小南”电商公

司有分销代理3.6万余人，通过

“分销+代理”的模式，把优质农

特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累计销

售额达1.5亿元。2021年建成

了自己的核桃油生产线，可实现

日产核桃油1吨，年消化核桃仁

1000吨，年产值可达1亿元。

不忘初心 塑造品牌
网商联动 致富果农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非常注

重品牌建设，先后注册有陇小

南、陇小、农小南、陇小核、陇小

酱、陇小椒、成州等128件商标，

9个版权，2件外观专利，5件发

明专利，6件实用新型专利。目

前拥有陇小面、陇小菌、陇小粉、

陇小南核桃油等8款自主研发产

品。其中核心产品“陇小南”核

桃油共分为五个系列，分别是核

桃之乡款、丝绸之路款、中老年

人款、婴幼儿款、口服液款。通

过“农户+种植合作社+生产公

司（加工企业）+销售公司（电商

平台）”的模式，从源头保障核桃

原料的品质，经过“陇小南”生产

公司核桃油生产工艺制成的核

桃油成品，更好地将核桃的附加

值最大限度地开发，生产出的核

桃油产品由陇小南电商平台，通

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方式，送到

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同时，公

司以核桃种植基地为依托，通过

自种果园+收购方式，带动农户

积极发展绿色核桃产业，目前自

有基地630亩，签约核桃种植面

积2万亩，涉及农户8000余户。

公司先后整合农产品企业、合作

社180多家，网货500多款入驻

平台，通过和农产品企业、合作

社签订农产品销售协议，带动

10000余户农民持续增收。

近年来，国家为了推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把农

业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

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成县县

委县政府更是把核桃产业作为一

项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

产业来抓，培育优质品种，壮大龙

头企业，大力发展核桃产业。“陇

小南”电商公司紧紧抓住这一契

机，重塑成县核桃品牌，不断延伸

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为乡村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树立了现代

乡村企业的新模式、新标杆，解决

了果农卖核桃难的问题，也打造

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陇小

南”，让更多人品尝到了来自陇南

大山深处的优质好产品。

（文/图 任艺 赵燕）

不再让果农为卖核桃犯难
——甘肃“陇小南”电商公司助农发展侧记

搞好葡萄栽植，是实现葡

萄早期丰产的关键之一。过去

栽植葡萄一般都是在春季，秋

季栽植的很少。近年的科学研

究和生产实践一致表明：葡萄

秋季栽植比春季栽植效果好。

在条件具备的地方，葡萄栽植

应在秋季进行。

葡萄秋季栽植比春季栽植

的好处主要有3点：

一是能提早结果丰产期。
秋季栽植的葡萄春季不需缓

苗，发芽生长时间比春栽的提

早20-30天，有的当年就能开

花结果，第2年就能普遍结果。

而春季栽植的葡萄当年不能开

花结果，第2年才有少数植株见

果，第3年才能进入结果期，丰

产期比秋季栽植的晚1年。

二是栽植成活率高。秋季

的温度变化幅度比春季小，空

气和土壤的湿度比春季高，十

分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和新根生

长。因此，秋栽葡萄的成活率

一般可达90%以上，比春栽的

成活率高20%左右。

三是秋栽比春栽的时间充
裕。在我国黄海地区，葡萄秋栽

的时间从9月中旬开始，到10月

底结束，时间长达45-50天，比

春栽的栽植适期长15-20天。

为了提高秋栽的效果，在

栽植和栽后管理上，应注意搞

好以下几点：

选择适宜的地块和健壮的
幼苗。葡萄对土壤的适应性很

强，沙土、沙壤土、壤土、砾质

土、轻盐碱土等土壤都可以栽

植。为了提高移栽成活率和提

早丰产，在选用耐寒力较强品

种的基础上，要选择根系发达、

枝芽充实、无病虫害、无机械伤

害的优等苗。

精细整地施肥，提高栽植
质量。地块选好耕翻整平后，

按预定行株距挖坑，坑的上口径

80厘米，底部口径40厘米。栽

前适当修剪苗子的根系和枝梢，

根系应尽量多保留。每坑施用

有机肥30-40公斤、尿素0.5公

斤，均匀撒入坑底后，回填10厘

米厚的土，每坑栽植1株葡萄苗，

填土压实后灌1次透水，水渗后

适时用土把坑覆平。

加强栽后管理。栽后7天左

右适时进行堆土防寒、保墒，土堆

厚度一般30厘米左右为宜，以利

于保墒和幼苗安全过冬。来年晚

霜过后，适时扒去防寒土堆，适量

浇1次水；萌芽前，剪留2-3个芽

眼；萌芽后，摸去多余芽子，对副

梢进行摘心；当主梢长到50厘米

长时，进行摘心。以后转入正常

的大田管理。 （高华）

地面管理

果实采收后依据天气情况

要及时中耕除草，增强土壤的

通透性，同时做好保根、保叶工

作。桃树属于浅根系树种，中

耕深度一般6-10厘米，过深伤

根，对果树生长不利，过浅则起

不到中耕的作用。在除草的过

程中还需注意树冠下部覆盖，

可将清除下来的杂草覆盖树

盘，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树体管理

较郁闭的果园此阶段要格

外注意，对于徒长性果枝及时

进行适量疏剪（但修剪量不可

过大），以此解决果园的通风透

光问题，提高果园叶片光合速

率和花芽分化质量。

病虫害防治

果园清理：对残留在树体

上的废袋、病僵果、枯死的枝

条、被梨小食心虫等危害的残

梢及时进行清理，并刮除病斑，

集中烧毁，减少病源基数。

细菌性穿孔病：种植密度

高、树冠郁闭，树势差，排水不

良的桃园会引发此病大发生。

发病较轻的果园可喷施代森锰锌

800- 1000 倍液（每小机放入

15-18克）或宁南霉素500-600

倍液（每小机（30斤水）25毫升左

右），发病较重的果园可通过喷施

1：1：200的硫酸锌石灰液来加以

防治（喷用时不能与其他杀虫、杀

菌剂混用）。

桃潜叶蛾：高温多湿可

导致此虫害发生严重。9 月

初台风仍较频繁，因此雨后

要格外关注此虫害。可喷

洒 25% 灭 幼 脲 三 号 悬 浮 剂

1200 倍 液（每 小 机（30 斤

水）13 毫升左右）或 4.5%高

效氯氰菊酯乳油 1200 倍液

有效防治。

（惠农）

研究发现，磷与钾

是果树抗病的“良药”，

合理施用磷肥和钾肥，

不仅可以防治果树的

生理性病害，而且可以

防治传染性病害。果

树的多种病害都能增

施磷钾肥而减轻。如

每亩施25-40公斤过

磷酸钙、5公斤钾肥的

果园，果树锈病的发病

率能有所降低，且其防

效不低于波尔多液。

磷与钾之所以能

防治果树的生理病害，

主要原因是由于某些

生理病害是因缺磷或

缺钾所引起的。磷与

钾能使果树皮细胞坚

硬起来，病原菌和病毒

病不易侵入。磷能促

进果树对硅的吸收，并使抗病能

力增强。果树增施磷、钾肥后，

茎干坚硬，能很好地抵御不良的

环境条件，有效抵御外界病原菌

的侵染，因而发病率也随之降

低。磷还能促使呼吸作用和氧

化作用加强，当病原微生物侵入

作物体内后，能产生某些毒素把

细菌毒死。

因此，要根据不同果树品种、

不同土壤等具体情况，科学施用

磷、钾肥。一般每亩施用优质磷

肥20-40公斤、硫酸钾8-12公

斤较为合理。 （科普三农）

葡萄秋栽比春栽好 磷
、钾
肥
料
可
防
果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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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9月桃树如何管 要做的工作不少

““陇小南陇小南””电商公司俯瞰图电商公司俯瞰图（（航拍航拍））

“陇小南”电商公司产品

“陇小南”电商公司获得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