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源佤族自治县临沧
坚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年）》
         政策解读



        2024年1月25日，经第十四届县人民政府

第29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沧源佤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沧源佤族自治县临沧坚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年）》（沧政办发〔2024〕2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解读如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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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实施方案》的出台，为沧源临沧坚

果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二、主要目标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临沧坚果

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一二三产业融合机制进

一步完善，全产业链稳进提质，实现由数量增

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临沧坚果种植面积稳

定在6.04万亩，全县临沧坚果提质增效示范推

广达5万亩，平均亩产250公斤，青皮果产量

1.25万吨，实现综合产值达1亿元。



三、主要任务

      《实施方案》围绕完善制定技术规程

等八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今后三年临沧

坚果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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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制定技术规程

  通过采取“果园放蜂、营养补充、落头

开心”三项关键技术，以试验示范重点难点

问题为突破，带动全局并不断创新。制定包

括修剪、施肥、保花保果、水分管理、病虫

鼠害防控、产品加工等系列技术标准。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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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打造临沧坚果5万亩示范基地

       由沧源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会同乡镇选

择有一定代表性的示范样板基地5万亩，采

取“8+N”“一把手”牵头负责抓示范工作方

式，认真组织做好示范样板基地建设工作，

力争每个乡（镇）打造1—2个核心示范基地。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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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组建科技服务队

 依托临沧坚果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专家

团队，在沧源自治县科技示范推广行动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下，组建沧源自治县

临沧坚果提质增效科技服务队，统一培训、

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全面承接院士专家技

术指导，并开展示范推广工作。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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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强化技术人才队伍培训

        积极主动承接院士专家团队，确定培训课程

大纲、编制好培训技术手册，组织实施好院士专

家团队到沧源分区域、分批次、分层次开展技术

培训与服务工作；同时，组织各乡（镇）科技服

务队对本乡（镇）种植企业、种植大户、专业合

作社开展技术培训，使技术落地到村寨、落到果

园、落到树体。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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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构建临沧坚果科技创新平台

  充分利用华中农业大学、云南省农业科

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在我县开展

科技工作为契机，引入大校大院大所大企科

技平台和院士专家团队开展协调创新，推动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紧密融合发展。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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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推进临沧坚果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移转化

       聚集临沧坚果产业发展存在的技术瓶颈，开

展科技攻关与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实现科技赋能

支撑从“良种”到“良果”再到“良品”全过程，

推动形成技术、专利、新产品等科技成果。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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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构建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

   结合沧源实际，选择构建“订单式”“股

份式”“托管式”“服务式”利益联结等多元

化模式，实现农户和集体经济增收。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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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推进临沧坚果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按照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要求，

坚持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抓好产业供

应链、价值链、资金链、政策链、创新链产业开

发。

三、主要任务



四、工作步骤

      《实施方案》分三个步骤实施（即

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每年又

分不同阶段实施。



五、工作要求

      《实施方案》从组织保障、科技支撑、

资金投入、宣传与推广、监督检查等五个

方面开展，对临沧坚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作出了明确要求。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