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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要小瞧这一颗颗核桃，这可是我们涞水老百姓脱贫
的宝贝呢！”摸着核桃树上的“致富宝”，河北省涞水县政协委
员、县社区办原主任王士玲满是自豪，一旁的“致富能手”王
俊生也笑得乐开了花。

“2010年以前，每亩地年收入不到 2000元，种上核桃
后，每亩地年收入超过了5000元。”王俊生说。

自2010年以来，王士玲便成为王俊生家里的常客，从核
桃育苗谈到薄皮核桃和文玩核桃果园种植技术，二人的“一教
一学”吸引了不少“好奇”的老百姓，年增收3万多元的“教
学成果”也真是羡煞了旁人，“围观求学”的人越来越多。

“田间地头走多了，帮老百姓找出路的念头也越来越强
烈。”多年的实践让王士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发展优质林
果产业，提升品质，打造品牌，是涞水百姓脱贫致富的有效
途径，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也渐渐在她的脑海里
成型。

2011年，涞水县联慧核桃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成
立，核桃种植户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新家”；2015年，一座

“科技驿站”更为小小核桃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田间地头释疑解惑，理论知识培训授课、实地观摩……关

于人才、品牌、市场方面的问题渐渐成为王士玲的“心头大
事”。

2020年，经过充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一份《关于注
重农产品品牌化经营 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建议》出炉，
身为政协委员的王士玲，用一条条带着泥土味儿的建议，为小
核桃的大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子：“新时代的农村需要人才，
特别是懂技术、爱农业爱农村的一些新型职业农民；要深度挖
掘农产品品牌价值，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要拓宽涞水优质
农产品营销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核桃带来的经济效益、打下的经济基础，成了涞水县乡村
振兴的“发动机”，也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今年，王士玲
又立了个目标，充分发挥各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及城乡群团组织
的作用，挖掘地方人文特色，活跃城乡人民文化生活的同时链
接林果产业升级，最终实现产业脱贫的总目标。“做好小核桃
的大文章，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县政协委员们在科技驿站里的委员之家开展学党史主题活动 科技驿站成为种植户重要的沟通交流场所

每次的特色林果管理技术及产业发展培训班，成为种
植户学习和交流的园地。

在涞水县文玩核桃新技术推广会上，专家们经常讲
解种植技术。

王士玲种植的文玩核桃获得京津冀果王争霸赛“金奖” 一大早，王士玲就来到科技驿站准备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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