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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冬枣栽培历史悠久，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特色产业。本研究在实地调研的

基础上，分析了沾化冬枣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别对沾化冬枣露天种植和设施大棚种植两种种植模式提出不同的发

展路径，探讨了基于沾化冬枣为主导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并从生态循环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推动沾化冬枣全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对策，以期为沾化冬枣产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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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nter jujube cultivation in Zhanhua District of Bin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perfect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Zhanhua winter jujube industry, proposed different de⁃
velopment paths for the two planting modes of Zhanhua winter jujube open-air planting and facility greenhouse
planting,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based on Zhanhua winter jujube as the leading in⁃
dustry, and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rculation,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Zhanhua winter jujube, so as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Zhanhua winter jujub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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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业农村部关于

开展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

的通知》指出：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以产品为主线 ,以强化全程质量控制、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促进融合发展为目标 ,聚焦产业链关键环

节 ,开展标准梳理、比对分析和跟踪评价。同年，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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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指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立足农业产

业特性。我国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仍处于低端，

需要加快提升现代化水平，打造全产业链，拓展

农业增值增效空间。

沾化冬枣产业起步于 1984年，经过 40年的发

展，沾化冬枣的产业规模一直扩展，截至 2022年，

沾化区冬枣种植面积达 3.3万 hm2，沾化冬枣产业

产值连续 10年超过 30亿元。山东省滨州市沾化

区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特色

产业发展思路，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冬枣产业，

以绿色发展为基础，以挖掘特色冬枣文化为目

标，加快枣园以及农村地区建设发展，大力推动

沾化冬枣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目前，沾化冬枣形

成了育苗、种植、管理、保鲜、包装、销售、运输一

条龙的产业链 [1]，同时也带动了诸如农机、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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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等产业的发展。

沾化冬枣在全产业链构建上存在许多问题，

比如：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衔接、农业物联网

如何在冬枣产业中有效推广、如何促进冬枣产业

链的绿色发展等等。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枣农、

冬枣合作社等相关经营主体，冬枣研究所等科研

机构以及农业农村局、农机局等政府部门，了解

沾化冬枣产业链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产业链发展

存在的问题，根据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理论和产业

融合理论，探索以沾化冬枣产业为中心的多产业

融合，构建以沾化冬枣为主导的产业融合的发展

模式，充分发挥沾化冬枣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

和文化价值，以期促进沾化冬枣全产业链的绿色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沾化冬枣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沾化冬枣产业发展现状

沾化地处北纬 37°果树黄金种植带上，属温

带季风气候区。该区域月平均气温 1月最低约

为-6 ℃，７月最高约为 24 ℃，全年温差变化大，

平均年降水量约为 575 mm，土壤属于盐化潮土 [2]，

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非常丰富，特殊的地理区

位，适宜的沿海气候，造就了沾化冬枣的上乘品

质与独特口感。

近年来全区积极实施“双增双提”工程，大力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推进一二

三产业纵深融合发展，冬枣产业持续提质增效。

2019年开始，沾化区全面启动实施“枣业振兴五

年攻坚行动”，建立新型冬枣研究所，通过引进人

才、改善技术、探索新的种植模式等一系列措施

引导枣农科学种植，共同致富。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 9月，沾化区现有冬枣种植面积约 2万 hm2，

新建大棚约 4 067 hm2，改良后的“沾冬二号”冬枣

2 200 hm2，产业产值预计突破 50亿元。根据初步

统计，冬枣价格在 4~20元不等，根据不同的品质，

价格差异较大，以下河乡为例：下河乡普通园原

生态冬枣价格为 8元/kg~10元/kg，产量为 22.5 t/
hm2，收入 19.5万余元；示范园原生态冬枣价格为

12元/kg~20元/kg，产量为 17.25 t/hm2，收入 30万余

元；精品园原生态冬枣价格为 30元/kg~240元/kg，
产量为15.75 t/hm2，收入60万元[3]。

与其他冬枣主要产区相比，沾化位于黄河三

角洲腹地，独特的水肥气候条件使得沾化冬枣拥

有独特的品质，当地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优质

的农田土地，为冬枣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沾化冬枣的种植历史已逾 3 000年，农民有着丰富

的种植经验和技术，能够根据冬枣的生长需要进

行科学管理。在当地政府以及科研机构的大力支

持下，沾化冬枣已经研究出早熟、中熟、晚熟等不

同类型的冬枣品种，能够满足市场对于不同口感

和口味需求的多样性。沾化区拥有良好的冬枣及

制成品和农副食品深加工产业基础，以龙头企业

为基础，集聚食品研发、加工、销售、贮藏、物流等

相关产业，已初步形成集枣制品及农副食品加

工、包装、储存、运输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这使

得沾化冬枣不仅在生产环节具有优势，而且在深

加工领域也具有特色。

沾化冬枣的品牌效益十分显著，2020年欧盟

理事会将沾化冬枣列入第二批 175个中国地理标

志名单 [4]。2021年沾化冬枣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并

通过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价值估值超 56亿元，

位于枣类第一。

1.2 沾化冬枣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1.2.1 品质下降，管理粗放

在沾化冬枣种植早期，枣农一味地追求大果、

追求高产，过度使用氮肥和各种激素等不合理的

手段进行冬枣种植，冬枣品质不断下降。枣农的

思想观念比较滞后，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认可度不

高。为保证冬枣品质，沾化区大规模推进设施农业

温室大棚，大部分枣农对于大棚技术的掌握程度比

较低，农村地区从事冬枣生产和经营的农民大多年

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对新生事物接受程度低，大

多枣农采用传统的种植模式。农民虽熟悉农产品

生产种植技术，但观念落后、缺乏大棚技术应用能

力，造成管理粗放，冬枣品质参差不齐。

1.2.2 小规模分散经营，专业化程度低

沾化区目前已有 400余家冬枣生产的专业合

作社，但是在管理运营方面仍然有许多不规范的

地方，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种植模式依旧占

据主导地位。沾化区积极探索延长冬枣生产的产

业链，提高附加值，但缺少龙头企业的带领。当

地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低，深加工产品的科技含量

比较低，市场知名度不高，产量、效益与市场需求

不匹配，严重制约了冬枣产业链的发展。

1.2.3 推广渠道少，辐射效应弱

冬枣作为沾化区的特色农产品，早就享誉国

内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得冬枣的

销售与推广变得困难。内销为主导致部分冬枣出

现季节性剩余，影响农民增收。仅仅依靠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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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并不能够很好地将沾化冬枣推广出去，冬枣

在“电商助脱贫”政策的帮助下，其销售模式渐渐

由单一线下门店运营过渡到线下门店与线上平台

双渠道销售。但在线上销售过程中，大量的冬枣

经营者仅把该农产品的基本信息展示在京东、淘

宝等网络平台上，并未对该产品的详细内容进行

更多的细节展示和解释说明。此外，农产品商家

认为在线推广渠道的风险过大，在收益未知的前

提下，需要在销售产品的选择、加工、运输和储存

上投入大量成本，并且基于安全稳定意识，对电

子商务存在极大的怀疑、不信任和缺乏信心，使

其依然利用传统的线下方式来销售。

1.2.4 市场竞争大，产业形势严峻

近几年，因为适宜的气候条件，新疆以打造中

国和世界上最大的优质枣生产基地为目标，冬枣

产业日益成熟；更有陕西省大荔县，依靠黄土高

原与黄河，当地光照时间长、雨量少、昼夜温差

大，拥有种植冬枣的绝佳条件。再加上大荔县

80％的枣园为保护地栽培，将冬枣成熟时间从 8
月底提前到 7月上中旬 [2]。山东乐陵等地也积极

探索红枣种植新模式；浙江丽水市引种沾化冬枣

也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益等等。除沾化外，全国

冬枣种植面积已超过 11.3万 hm2，冬枣产业竞争

态势越来越严峻。

2 沾化冬枣全产业链高质量绿色发

展的路径

当前沾化冬枣的种植方式有露天种植与大棚

种植两种，针对二者，本研究构建了两种不同的

发展路径，见图 1。

 

 

 

 

 

 

 

 

 

 

 

 

 

 

 

 

图 1   沾化冬枣全产业链高质量绿色发展路径 

 

 

 

 

 

 

 

 

 

 

 

 

 

 

 

 

 

图 2  冬枣种植与物联网交互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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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沾化冬枣全产业链高质量绿色发展路径

2.1 露天种植冬枣的发展路径

沾化冬枣是闻名中国的地方代表性特产之

一，距今已有超过 3 000年历史，最年长的冬枣树

树龄已超 600岁。露天种植保留了最原始的冬枣

种植方式，基于此提出以下三种发展范式。

2.1.1 与养蜂业相结合，生产特色枣花蜜

枣花蜜是我国主产的单花种蜂蜜之一，其色

泽晶莹，呈现琥珀色，质地黏稠 [5]，不易结晶，风味

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枣属是鼠李科中最具价

值的属 [6]，在我国分布较为广泛，枣树开花时间

长，是我国重要的蜜源植物 [7]。枣花蜜是蜜蜂采

集枣花花蜜，加入自身分泌物进行生物转化，最

终储存于蜂巢中的物质。枣花蜜与洋槐蜜、荆条

蜜、荔枝蜜为中华四大名蜜。

沾化作为冬枣产区，在露天种植的冬枣园内

放置蜂箱，通过专业的技术人员把养蜂采蜜的技

术教授给枣农，枣农在打理枣树的同时养蜂采

蜜，不仅合理利用了枣花，通过养蜂增加一份收

入，来此观光的游客也能购买到最真实的枣花

蜜，可以增加游客的认同感。枣农在枣园里养殖

蜜蜂的同时，身份实现了转变，从单纯的枣农变

成了枣农与蜂农相结合的多重身份的农民，农民

种枣采蜜，发家致富。

2.1.2 零售与旅游观光相结合，打造沉浸式枣文

化主题观光

薛芮等 [8]提出“乡村文化具有历史、文化、经

济、生态等多重价值，需要通过利用来保护、在保

护中利用，实现活态传承。基于地方品牌建构，

乡村文化的旅游活化正是使扎根乡村本地的原真

性文化在旅游产业中流动起来，以文化原真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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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通过文化消费、去地方化、文化再生产、再

地方化的节点形成循环路径。”

现在沾化区的冬枣种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

经营为主，零售是最常见的销售方式，但简单的

零售并不会带来销量的增加也不能给当地带来额

外收入。如果当地在露天种植冬枣的同时开展观

光旅游，将会很好地带动冬枣产业链发展。冬枣

一般在 7-10月成熟上市，这个时间段正逢暑假与

国庆长假，可以很好地发展采摘观光。游客在冬

枣种植区拍照、采摘冬枣，当地农民在种植区附

近开设农家乐，在增收的同时也会满足游客的

需求。沾化地区种植冬枣的历史长达 3 000余
年，特色的冬枣美食以及独特的冬枣文化都是

支撑当地发展旅游观光的基石，当地枣农充当

导游，带领游客体验枣文化，真正做到“食在沾

化，乐在沾化”。

同时，通过互联网的宣传，采用各种网络营销

的手段，也可以提高沾化冬枣的知名度，带动枣

文化旅游的发展，以冬枣采摘体验和农家乐为主

要形式，以“品尝清脆冬枣，游览大美沾化”为主

要内涵，突出冬枣文化特色与采摘过程，提升游

客的体验感，增加文化内涵，提升枣文化观光的

影响力和游客认知度。

2.1.3 林下散养畜禽，粪肥还田，实现绿色有机发展

绿色种养循环模式是减少农业生产成本的

重要方式，粪肥还田循环利用，减少化肥农药施

用量，降低枣农生产成本，提高枣农的收益和种

植积极性。通过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推动

冬枣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畜禽粪便循

环化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

土壤固碳增汇的能力，为碳达峰、碳中和事业做

出贡献 [9]。

王强等 [10]的研究表明，枣树的种植密度在 0.9
m×1.5 m和 0.9 m×3.0 m的产量要高于其他栽培密

度。合理的栽培密度可以为冬枣树冠留出足够的

生长空间，方便枣树挂果，提高产量。树下饲养

鸡鸭鹅等畜禽一方面在消除病虫害方面对枣树起

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畜禽在枣园中活动产下的

粪便是天然的肥料，饲养成熟后的畜禽可以作为

农家乐的主要食材之一 ,在促进绿色有机发展的

同时还会给枣农带来收入。

2.2 大棚种植冬枣的发展路径

2.2.1 与科技相结合，助推冬枣产业提质增量

沾化区现有的设施大棚都是以普通的塑料薄

膜大棚为主，聚乙烯高透光度薄膜耐候性好、光

稳定性好、保温性和力学性能均较好，具有保温

保湿的特性。株距行距保持在合理密度范围内，

使得冬枣产量达到最大值。

通过技术研发以及与农业物联网相结合，引入

智能温室大棚能更好地促进枣树的生长。利用数

字孪生技术与云计算模拟大棚内部环境和冬枣生

长状况，通过传感器实现对大棚内部温度、湿度、

pH值等数据的监测，借助 5G技术将监测数据进行

信息化整合、网络化传输、数字化处理管控。通过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可视化平台，实时监测

农业设施设备状态，帮助管理者进行精细化运维。

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枣树的生长情况，精准

施肥，达到肥料最大化合理利用，减少因施肥量

的不合理对枣树产量带来的影响。精准施肥减少

了对于肥料的不合理使用与浪费，也对环境带来

一定的益处，促进枣树产业的绿色发展。

积极引入无人机遥感技术，通过遥感技术对

冬枣产量和病虫害进行监测，无人机遥感技术能

够以低成本、高通量方式获取冬枣生长的数据，

是现代农业构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人机遥感

平台能够搭载多种传感器来获取光谱影像，通过

计算对作物长势具有代表性的植被指数来评估和

反演作物生长状态 [11]。GIS技术与遥感技术搭配

使用，有助于实现对冬枣产量的精准控制，便于

沾化冬枣种植业走向精准农业。

数实融合发展是我国打造新动能、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推动

“智慧冬枣”工程，数字赋能带动冬枣产业链延

伸。在沾化冬枣研究所等示范园区、下游企业、

观光景区，安装传感器、小型气象站等自动监测

的智能设备 [12]，对沾化冬枣生产各个环节进行智

能监控，为枣农提供全过程的信息服务，形成沾

化冬枣质量追溯体系，真正实现沾化冬枣的标

准化、机械化、数字化、现代化，通过科技的力量

加快智慧冬枣工程与冬枣产业的发展，见图 2。
2.2.2 加强全产业链建设，促进产业整合

李玉莲 [12]在研究不同设施类型对冬枣生长发

育的影响时指出：日光温室设施环境最有利生产

品质优良的果实。康晨煊 [13]对设施条件下冬枣品

质进行研究，得出不同成熟期温室大棚内栽培冬

枣的总糖含量最高，设施冬枣的总酸含量低于露

地冬枣。由此可知，在大棚内种植的冬枣品质高

于露天种植。

沾化地区的冬枣大棚种植多是在冬枣合作社

的统一带领下，由合作社集中管理，保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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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冬枣大棚内的冬枣进行分类定价，品质相对好

的联系大型商超集中统一出售、进行精细包装后

出口到国外，品质相对较差的可以送到相关的加

工企业加工成枣酒、冬枣罐头等产品。

利用枣木进行雕刻文创加工，打造具有当地

特色的文化产品。沾化冬枣木雕产业是沾化冬枣

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中极具潜力的产业。沾化是

冬枣原产地，具备丰富的自然枣木资源，能够进

行沾化冬枣木雕文化产品研发、生产、推广、包

装、销售 [14]，构建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的产业链，加

快沾化冬枣二次创新，助力乡村振兴。

枣芽茶具有清肝明目、静心安神、帮助消化、

美容养颜的效用，对于控制血压血脂以及血糖有

辅助治疗功效，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矿物质，在

初夏时节，正值冬枣抹芽期，采摘嫩芽制成枣芽

茶。枣芽茶在市场上广受欢迎，同时采茶制茶也

带动了当地就业与增收。

枣树叶中含有蜡原阿片碱以及小蘖碱等多种

药用成分，有麻醉作用，性质温和无毒性，具有清

热解毒和消肿止痛等多种功效，对枣树叶的合理

利用同样是促进产业链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

2.2.3 推动生物质资源转化利用，促进绿色低碳

发展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改善环境污染、发

展循环经济、提高产业效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有效途径。生物质资源是零碳、清洁、稳定、

广泛、丰富的可再生资源，推动生物质资源转化

利用不仅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也是落实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关键抓手。

落叶、树枝、残次果携带的营养元素是枣树最

需要的，将其粉碎后与食用菌渣、动物粪便一起

发酵配以适量大、中、微量元素可制成枣树的专

用肥。制作生物质肥料，减少了对于化学肥料的

利用，肥料的原材料直接来自枣园，节省了成本。

生物质炭和有机肥通过提供养分和改善土壤环境

而提高养分利用。施用生物质炭可显著降低土壤

容重，提高土壤通气性和保水能力，提高土壤团

聚体稳定性 [15]。

李国栋 [16]在对于多源生物质基活性炭制备的

研究中指出：枣树树枝的木质素含量远高于其他

种类的生物质，由于木质素本身结构的特殊性，

热解温度范围远大于纤维素与半纤维素。刘柏延

等 [17]在生物炭对于作物生长的研究中指出：生物

炭能够促进作物的生长，为最终产量形成奠定了

重要基础。施加生物炭能够促进植株地上部分生

长和干物质积累。枣树对于制备生物质活性炭具

有特殊的优势，对于一些枯木以及修剪之后废弃

的枣树枝，可以进行活性炭的制备，对于农林废

弃物的处理与资源的循环利用有一定的意义。

修剪之后废弃的枣树枝除了制备活性炭以外

还可以进行生物质燃料的生产，通过专业人才以

及企业来创新探索枣枝制成生物质燃料颗粒技

术，树枝变燃料，增收的同时贯彻了环保的理念，

减少了二氧化碳以及有害物质的排放，具有一定

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

3 推动沾化冬枣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对策

马晓河 [18]在研究产业融合时提出：“对于农业

产业化来说，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

形式，其业态创新更加活跃，产业边界更加模糊，

利益联合程度更加紧密，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化，

功用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厚”。如图 3所示，在

上述针对露天种植与大棚种植的冬枣提出的全产

 

 

 

 

 

 

 

 

 

 

 

 

 

 

 

 

图 1   沾化冬枣全产业链高质量绿色发展路径 

 

 

 

 

 

 

 

 

 

 

 

 

 

 

 

 

 

图 2  冬枣种植与物联网交互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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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冬枣种植与物联网交互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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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以沾化冬枣为主导的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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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以沾化冬枣为主导的产业融合

业链发展的路径中将种植冬枣等初级种植业与文

创产业、旅游业、深加工、废弃物处理业等多产业

横向延伸打造初级产业链，再向服务业、设计业、

仓储物流等行业纵向发展，实现冬枣产业从一维

向二维甚至是三维的转变。

不同产业间在技术、产品、市场等层面的融

合，不同行业间的渗透交融的推动，催生出具有

多重属性的冬枣产品。在产业融合视角下，冬枣

在技术创新、市场需求、企业竞争、政策指引、宣

传推广等动力下，横向纵向优化整合产业链条、

加强冬枣种植的转型升级，打造当地特色产业、

特色品牌，深入开发冬枣的药用价值、枣木的使

用价值、当地的旅游资源、传统的文化资源等，开

发“冬枣+保健品”“冬枣+景观”“冬枣+旅游”等多

产业融合的新路径，催生具有多重产业属性的新业

态和新模式，最终发挥出农业在经济、社会、生态、

文化等层面上多重效益。通过产业融合来延长以

沾化冬枣为主导的产业链，带动冬枣产业和沾化地

区的发展，并以此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和

农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3.1 完善冬枣产业链发展的相应政策

产业链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面广，参与群体多，覆盖面广，是久久为功的事

业，必须建立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政策保障是其中的首要环节，沾

化冬枣产业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中长期

的发展目标，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支持、减少

政策限制、强化政策衔接配合，为农业持续健康

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19]。

3.2 加强育种能力，培育优质品种

在沾化冬枣研究所、黄河三角洲（滨州）国家

级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两万平方米的新品种试验示

范基地，加大新品种研发力度，形成冬枣产业发

展的长效机制。研发“新一代冬枣优良品种选

育”和“倍性嵌合体‘沾冬２号’纯化开发”冬枣育

种项目，选育沾化冬枣新品种 1~2个，争取在 2025
年实现培育早、中、晚熟品种５个以上 [20-21]。

加强与沾化冬枣研究所、高校科研机构、冬枣

特色代表小组的合作，通过科研机构加速成果转

化，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在当地形成致力于枣树

产业发展的共识，培育一批“土专家”、改进一些

“土办法”。

3.3 促进产业营销，加强新型市场开拓

大力开展沾化冬枣文化体验式观光、农家乐

等系列活动，努力打造一批集农业观光、冬枣采

摘、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旅游示范园区。

同时，做好市场调研，设计研发一批具有沾化特

色、满足游客需求的文旅产品，进一步提高产业

综合效益。探索建立采摘园管理制度，制定采摘

旅游园标准，对采摘园按照质量、规模、品种实行

分级定档，提高枣农的竞争意识、服务意识、质量

意识。整合沾化特色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功能

融合，开发、拓展和提升冬枣产业的延伸功能，赋

予冬枣科技、文化和环境价值，提升生态休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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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观光、文化传承、科技教育等功能 [1]。

借助现代网络手段大力宣传，采用诸如社交

媒体营销策略、KOL分享营销策略等手段加大宣

传力度，大力开展沾化冬枣“进百城、入千市、惠

万民”活动，巩固老市场、开辟新市场，占领更大

的市场份额。加强对出口基地和出口企业扶持力

度，对出口基地进行统一管理，做好备案登记工

作，在已经出口到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的基础

上，重点进入欧盟、日韩等高端国际市场，进而开

拓跨境电商市场。大力推广电商、微商、京东等

新兴网络销售模式，在网络平台上开通沾化冬枣

旗舰店，对于销售者进行统一备案管理，通过大

数据对网店进行监管，依靠决策分析方法对于销

量进行预测；通过抖音、快手等直播带货模式，与

电商平台头部主播达成合作，拓展冬枣销售渠

道，通过咱小区、考拉精选、每日一淘等社区电商

平台，满足用户日常所需，实现冬枣快速分销 [22]。

3.4 加强品牌建设，打造当地名片

从包装标识、宣传推广、网络营销、物流运输

等环节出发，鼓励引导企业和枣农在冬枣和冬枣

制品的包装上使用沾化冬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农产品驰名商标和当地统一推广标语，最大程度

发挥品牌影响力与认同感。同时还要培育一批具

有品牌意识的企业，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局面。

通过合理利用沾化冬枣品牌，出台相应的发展战

略与管理办法，规范使用沾化冬枣地理标志，加

强知识产权的意识，制定严格完善的保护制度。

为了维护冬枣品牌声誉与价值，还应组建冬枣质

量监督团队，融合社会公众与政府组织、游客的

力量，严查种植与销售环节，完善相应的举报监

督办法，强化媒体合作，重视宣传推广，不断提升

沾化冬枣的影响力，确保产品质量与品牌可持续

发展。发挥沾化冬枣区域品牌的辐射带动作用，

带动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

3.5 改良贮藏技术，加强新产品研发

冬枣新鲜度是保障枣农致富的一大法宝，利

用先进技术抵抗自然天气造成的影响，通过冷库

储藏不仅能延长冬枣保鲜时间，还能错季销售，

这就避免了冬枣上市高峰时枣贱伤农。在冬枣成

熟期时，甄选优质冬枣进行贮藏，以便在冬枣下

市以后错季销售，提高冬枣产业的效益，带动枣

农增收，提高沾化冬枣的市场占有率。对于当地

现有的冷库贮藏技术进行改良，通过引入减压与

臭氧联用保鲜技术来减少冬枣霉变的可能性与果

实内有害气体的产生 [23]。

对贮藏技术进行改良，便于提高冬枣新鲜度，

延长冬枣的销售时间，不能贮藏的冬枣应该进行

深度加工，可以将其加工成各类食品、保健品等

进行销售。“枣芽茶”“冬枣木雕”等都十分具有发

展潜力。

3.6 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推动品牌可持续发展

沾化区近年加强与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的合

作，逐渐培育出高产优质的冬枣品种，其中以“沾

冬二号”最为出名，封雪等 [24]的研究指出：山东沾

化是冬枣的优势产区。在冬枣主产区产地品质溯

源中，沾化冬枣的正确率为 100%。沾化在冬枣种

植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同时通过新品种

选育与现代标准种苗繁育，培育出一大批优势品

种，在种植过程中运用智能温室大棚、遥感、物联

网等技术与手段，达到精准施肥、质量监测，在冬

枣成熟时采用农产品溯源系统对于出售的冬枣进

行全过程的监测，从冬枣选种到种植到出售都有

品质上的把控，严把质量关，才能推动当地品牌

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 侯峰 .沾化冬枣特色产业的实践与探索 [J].中国农技推广，

2023，39（9）：24-26.
[ 2 ] 李庆军，杜秀芹，王聪明，等 .沾化冬枣产业现状及发展对

策[J].果树资源学报，2022，3（4）：81-84.
[ 3 ] 郭刚，冯亚飞 .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兴[N].

滨州日报，2023-11-20（4）.
[ 4 ] 王念，高天 .身边的那片田野 ,手边的枣花香 [N].新华每日

电讯，2023-11-03（12）.
[ 5 ] 杨二林 .枣花蜜化学成分及抗氧化活性研究[D].西安：西北

大学，2021.
[ 6 ] 刘孟军 .枣属植物分类学研究进展——文献综述 [J].园艺

学报，1999（5）：302-308.．
[ 7 ] 王连捷 .枣树开花习性观察 [J].河北农学报，1982，7（2）：

41-44，47.
[ 8 ] 薛芮，余吉安．基于地方品牌建构的乡村文化旅游活化路

径[J].经济地理，2022，42（6）：198-205.
[ 9 ] 张鑫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推广与应用[J]. 农业装备技术，

2023，49（6）：58-59.
[ 10 ] 王强，马春霞 .基于大数据分析枣树栽培环境和种植密度

对产量的影响[J].农业工程技术，2021，41（24）：48-49.
[ 11 ] 洪小丽，张语桐，王廷超，等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农业中

应用的发展对策研究 [J]. 东北农业科学，2023，48（5）：
140-144.

[ 12 ] 李玉莲 .不同设施类型对冬枣生长发育及果实性状的影响



106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9卷

[D].太原：山西农业大学，2022.
[ 13 ] 康晨煊 .设施条件下冬枣品质特性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2019.
[ 14 ] 贾海宁 ,宋培毅 ,姜斌 .冬枣长寿木从“烧火棍”到工艺品 [J].

农业知识，2021（13）：48-49.
[ 15 ] 梁栋，周巧林，张辉，等 .生物质炭和有机肥配施对水稻土

溶解性有机质光谱学特征的影响 [J].土壤学报，2024，61
（4）：1123-1133.

[ 16 ] 李国栋 .多源生物质基活性炭制备实验研究[D].济南：山东

大学，2020.
[ 17 ] 刘柏延，陈姗姗，苏丽影，等 .生物炭对甘薯生长和产量性

状的影响[J].东北农业科学，2023，48（5）：117-121.
[ 18 ] 马晓河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 [J].农

村经营管理，2016（3）：28-29.
[ 19 ] 高强 .农业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障碍因素与路径选择[J].

中州学刊，2022（4）：29-35．
[ 20 ] 张朝红，刘孟军，孔得仓，等 .枣种质缩果病抗性多样性研

究[J].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1，12（4）：539-545.
[ 21 ] 彭俊，MANUEL Vázquez-Arellano，孙世鹏，等 .冬枣果实物

理参数与生物特性研究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22
（8）：95-100.

[ 22 ] 刘凤之，王海波，李莉，等 .我国设施果树产业现状、存在问

题与发展对策[J].中国果树，2021（11）：1-4.
[ 23 ] 韩军岐，张有林，史向向 .冬枣减压和臭氧联用保鲜技术研

究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6（11）：
141-147.

[ 24 ] 封雪，马海潇，陈妍婕，等 .沾化冬枣特征品质综合评价 [J].
食品科技，2023，48（11）：64-72.

（责任编辑：王 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