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产品供给不断丰富，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初 秋 的 安 徽 省 广 德 市 东 亭 乡 高 峰 村 ，俨

然一幅竹乡画卷。 1.1 万余亩竹林，是全村最

大 的 资 源 ，如 何 让 乡 亲 们 的 日 子 像 竹 子 一 样

节节高？

高峰村党总支书记张昌伟说，近年来村里

采取“党组织+合作社+农户”模式，110 余名村

民把近 7000 亩竹林交给合作社统一经营，形成

了从竹材加工到竹木废料综合利用的完整产业

链。村民陈照兵把 20 亩竹林流转给村里的合作

社，自己给一家竹加工厂跑运输，一年增收 10 多

万元。

如今的高峰村，以竹为美、因竹而富，去年村

民人均纯收入 3.3 万元，村里先后获得了“国家森

林乡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一根竹子“撑”起一方经济。在全国，竹林

面积超过 1 亿亩，竹产业年产值近 3200 亿元，带

动 1500 多万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超过 1 万元。

提供木材是森林的基础功能。目前全国木

竹产品种类达上万种。除了提供木材，森林还

提供丰富的健康食物。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藤桥村，油茶林

丰收在望。“10 年前，村民都不怎么管自留山，现

在山林成了‘绿色银行’。”村支书赖春根感慨。

既要让村子增绿，又要让村民增收。吉州区

鼓励农民发展油茶产业，对新建连片 20 亩以上

的高产油茶林基地，每亩奖补 1000 元。在好政

策带动下，乡亲们陆续种下 2000 多亩油茶林。

随着油茶林陆续进入盛果期，“一亩油茶百斤油”

成了当地农民的顺口溜。

作为木本食用油，油茶丰富了老百姓的“油

瓶子”。目前，全国种植油茶面积超过 6800 万

亩，茶油年产量 90 万吨左右，核桃油、橄榄油等

木本食用油年产量 30 多万吨。

向森林要食物。10 年来，全国发展 6 亿亩

经济林，干鲜水果、木本油料等经济林产品产量

达 2 亿吨，产值超过 2.2 万亿元，较 10 年前翻了

一番。

向林下要增值空间。初秋的阳光透过白

蜡林，林下微潮的稻草丛中，松茸菇正悄悄钻

出“ 圆 脑 袋 ”。 正 是 这 一 个 个 松 茸 菇 ，让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龙 居 镇 谢 何 村 村 民 谢 光 翠 富 了 口

袋：“以前林下闲着光长草，现在种松茸菇，一

亩 纯 利 润 近 万 元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涛 介 绍 ，

村 里 采 取“ 公 司 + 合 作 社 + 基 地 ”模 式 发 展 林

下 食 用 菌 产 业 ，产 品 远 销 京 沪 商 超 ，供 不

应求。

在龙居镇，一个个甘甜可口、巴掌大的麻湾

西瓜成了热销的网红产品，一盆盆婀娜小巧、毛

茸茸的多肉植物，成了游客的伴手礼物……林

下经济多点开花，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林下生金”让广大林农获得感满满。

“龙居镇黄河滩区有 4 万亩林场，我们积极

鼓励发展林下经济，不断提高林地综合效益，以

产业生态化打造乡村振兴‘绿色引擎’，以生态

产业化培育乡村振兴‘绿色银行’。”龙居镇党委

书记隋海伟说。

木竹产品品类不断增加，森林食物供应潜

力不断释放，林下经济繁花似锦，森林旅游方兴

未艾……10 年来，我国持续丰富林产品供给，在

保障国家木材和粮油安全的同时，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林产业

规模和增速稳居世界前列，总产值超过 8 万亿

元，较 2012 年增长超过 1 倍。

生态优先、绿富双赢，

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林业的生态功能日益显现。”南京林业大学农村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表示。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

济财富。如何平衡林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

效益？

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

选择好发展产业。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生

态优先、绿富双赢的转型发展之路。

越来越多的“砍树人”变为“看树人”。

58 岁的周义哲是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

局有限公司北岸林场第七小队工队长。过去，

他是一名伐木工。2015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

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

“不 让 砍 树 ，干 啥 、吃 啥 ？”周 义 哲 和 工 友

们 转 了 岗 ，但 心 存 顾 虑 。 几 年 下 来 ，通 过 森

林 管 护 抚 育 、防 火 、防 治 病 虫 害 等 工 作 ，他 们

发现，现在看树，人均年收入超过 6 万元，“生

态饭”才是长久饭。

停伐后，北岸林场森林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经常有狍子、棕熊“光顾”林

场和管护站，林场顺势发展起了森林旅游。“白

天能闻松香、听鸟鸣，晚上睡火炕、数星星，吃的

是纯天然的森林美食，来我们林家院游玩的游

客越来越多。”周义哲说。

在广大林区，林业工人在管护好森林的同

时，围绕“林”字做活“绿文章”，实现了“不砍树

照样能致富”。

告别“原字号”，壮大“新字号”。

“拔草时要用心，别把幼苗的根带出来。”在云

南省永平县大理为民中草药种植有限公司基地

里，公司副总经理王云正指导村民为滇重楼除草。

2013 年 ，为 民 公 司 在 龙 门 乡 大 龙 午 村 打

造 林 下 中 药 材 仿 野 生 种 植 基 地 ，带 动 农 户 到

基地务工。村民杨正勤夫妇在基地学会种植

管理技术后，自己繁育滇重楼种苗，实现了增

收致富。

永平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郑卫达介绍，全

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 2.5 万亩，2021 年带动农

户增收 4200 万元，带动 1100 多人就业，年劳务

收入 990 万元。

森林也是“药材库”，在生产优质中药材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全国森林中药材种

植 与 采 集 面 积 超 过 5000 万 亩 ，产 量 超 过 395
万吨。

告别“木头经济”，家门口的绿水青山成为

林业经济转型发展的突破口，花卉、中药材、生

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林业新产业新业

态在全国蓬勃发展。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

林地超过 6 亿亩，产值达到 9563 亿元，从业人数

达 3400 万人。

做大特色产业，林业迈

向高质量发展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多年的枸杞产业实

现美丽蝶变。“枸杞原浆附加值高，能更好带动村

民增收。”学电子商务的刘朋鑫返乡创业，在吴忠

市红寺堡区创办公司生产枸杞原浆，通过“线上+
线下”售往全国各地。

“枸杞鲜果卖给公司，1 亩纯收入七八千元，

我在这里工作，每个月还能挣 3000多元。”大河乡

红崖村村民冶玉明说。

深度开发“原字号”，做好深加工。宁夏回族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徐庆林介绍，截至去年

底，宁夏枸杞鲜果加工转化率达 28%，产业综合

产值突破 250 亿元。药品、保健品、功能性食品

等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让小枸杞身价倍增。

在浙江省安吉县，一根竹子被加工成 3000多

种产品，“吃干榨净”的同时，竹产业新产品不断涌

现。竹制品开展个性化定制，以竹代木、以竹代塑

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竹餐具、竹牙刷大量进入市

场，竹建筑嵌入书店、音乐厅多个场景……

“一竿翠竹撑起一县经济”“一把转椅转出

一大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安吉以全

国 1.8%的 竹 产 量 创 造 了 全 国 10%的 竹 产 业 产

值，全国每三把椅子中，其中就有一把产自这

里，白茶产业带动全县农民人均增收 8800 元。

安吉是个缩影。全国各地借生态底色提

升产业成色，林产业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木

材加工及木竹制品制造产业、经济林产品种植

与采集、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三个产业，年产

值均超过万亿元，成为我国林产业三大支柱。

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重组木竹、竹缠绕复合材料、无醛人造板等生

物质材料规模化生产，定制家居产业规模突破

3000 亿元。

锚定供给侧，发力高质量。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林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素质显著

提升。国家林草局改革发展司司长刘树人介

绍，林业一二三产比例由 2012 年的 35∶53∶12 调

整到 2020 年的 32∶45∶23，一产、二产加快转型

升级，三产贡献率大幅提高。全国共创建国家

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511 个、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

区 75 个、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649 个、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 96 个，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持续

增强。

我国林产业规模和增速稳居世界前列，10年林产业总产值增长超过 1倍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
保障国家木材和粮油安全的同
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家门口的绿
水青山，成为让广大林农获得感
满满的金山银山。

以农业科
技助力乡村振
兴，迈向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
步伐就能更加
稳健，农业高
质高效、农村
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必
将成为现实

这 个 夏 天 ，北 京

庞各庄的瓜农宋志佳

不再为西瓜包装发愁

了。过去发货时，为

了防止西瓜摔碎，总

是大箱套小箱，包装

成本高，运输时间长，

西瓜常被闷坏，顾客

退单。为宋志佳解决

难题的，是北京市农

业技术推广站专门服

务果蔬电商的一项包

装减重技术。宋志佳

很称心：“现在包装成

本低了，快递费用降

了，保鲜效果更好，多

了不少回头客。”

一项实用农业科

技，让像宋志佳一样

的乡亲得到实惠。绿

色集成生产技术的应

用大幅提升产量和质

量；农业机械升级减

少农药化肥用量，实

现节粮减损；立体循

环 农 业 吃 干 榨 净 资

源，减少废弃物排放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我国农业科技发

展取得长足进步，科

技为农业生产插上翅

膀，成为农业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重要驱动

力，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引领产业发展

的同时，也为促进农

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

程度日益提高，先进农业技术有了更大的舞

台。无论是耕地保护、品种改良，还是秸秆利

用、果蔬防虫等，广大农民都对改进生产技

术 、掌 握 先 进 实 用 技 术 提 出 了 新 的 更 高 要

求。但要看到，当前农业科技推广还存在到

户率不高、科技成果潜力发掘不足等问题，应

当尽快加以改善。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农业科学

技术转化的重要参与者，农民的科技意识、生

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直接决定着农业生

产的发展水平。再先进的农业技术，只有真

正落地才能发挥作用。一项先进的农业技术

能不能得到农民认可，关键在于它的实用性，

在于它能不能让农民用得上、得实惠。只有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农业科技带来的增产增收

效果，看到技术应用于产业带来的广阔前景，

才能激发出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才能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接受先进技术，并逐

渐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习惯。

农 业 技 术 要 实 现 其 价 值 ，还 要 真 正 让

农民便于掌握。农业科技工作者应当从广

大 农 民 的 切 身 利 益 出 发 ，真 正 走 到 农 民 之

中 ，充 分 研 究 产 前 、产 中 、产 后 和 生 产 、生

态、生活各环节对科技的需求，在全产业链

中找到亟待突破的技术难点，推动科研、推

广和生产互动联合，把论文写在田野上，将

更 多 的 实 用 科 技 应 用 到 农 业 生 产 中 ，帮 助

乡亲们把“金扁担”挑得越来越稳。

农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离不开科技

的 支 撑 。 眼 下 ，农 业 搭 上 了 技 术 进 步 的 快

车 ，生 产 越 来 越 便 利 ，农 民 生 活 越 来 越 富

足。农业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正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今后，在农业生产中更好

应用科学技术，让农业科技更好助力乡村振

兴，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就能更加稳

健，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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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加强水环境治理，利用水塘、洼

地，种植绿色优质菱角，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

图为近日，下渚湖街道四都

村村民划着菱桶采摘菱角。

谢尚国摄（人民视觉）

水乡美

采菱忙

立秋已过，湖南省安乡县大湖口镇安福村的葡

萄基地里依然一片忙碌。

两 米 高 的 大 棚 里 ，藤 蔓 间 一 串 串 葡 萄 犹 如 翡

翠。“今年大丰收，葡萄个个饱满圆润。”村民龙望杰高

兴地说。

“葡萄基地今年进入盛果期，亩产可达 3000 至

4000 公斤，产量比去年翻了番。”村党总支书记曾召

平说，“村里有 1400 亩‘阳光玫瑰’，其中 120 亩是村

集体的，8 月初开始上市，地头价每斤超过了 10 元

钱，集体收入又能增加一大块！”

2011 年，曾召平担任同福村党支部书记。2015
年 12 月，同福村、杨树潭村和双合村三村合并成安福

村，曾召平成为安福村带头人。合并后的安福村，底子

薄、窟窿大，整村欠账 80万元，全村贫困人口近 400人。

曾召平和村干部带着村民种蔬菜、种绿色大米，

可效果并不好。听说澧县在种植一种新培育的葡萄

品种“阳光玫瑰”，价格好，市场供不应求，曾召平和

村干部实地考察后，选定葡萄作为安福村的产业发

展方向。

方案得到村民代表认可，可启动资金又成了难

题。建园、买苗、买肥料、施工都要钱。曾召平带头

把准备给女儿结婚买房的 30 万元拿出来，党员干部

们也纷纷解囊，凑齐了 70 多万元启动资金。

在党员干部带动下，村民纷纷响应号召。第十七

网格的 21户群众在党员王道维带领下，将 100多亩地

统一流转，经过平整、旋耕、栽苗，2019 年 5 月，120 亩

“阳光玫瑰”集体产业园建了起来。

没技术，村里聘请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所专家

全程指导。从土地平整到园区搭建，从葡萄种植到

田间管护，村干部们边干边学，争当“土专家”。

2020 年，葡萄第一年挂果，除去成本，村集体

纯收入 70 多万元。2021 年，芝麻开花节节高，产业

园 葡 萄 产 量 达 25 万 斤 。 村 里 建 起 财 务 监 督 委 员

会，由党员、村民、脱贫户组成。在他们监督下，安

福村集体产业收入按照“433”原则分配：40%用于

产业园发展，30%用于村民分红，30%用于村里的公

益事业。

在党员干部带动下，70 多户村民种起“阳光玫

瑰”，总面积近 1300 亩，每亩年收益 3 万多元。

“阳光玫瑰”葡萄种植，成为全村脱贫致富引擎，

为 100 多个脱贫户提供就业岗位、发放产业分红。

50 多岁的脱贫户娄新力瞅准机会，买了一辆农用

车，搞起了运输。娄新力的老伴在葡萄园打工，一年

收入 2 万元。夫妻俩一年收入 7 万元，日子越过越

红火。

湖南省安乡县安福村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产业兴 旺村民富
本报记者 何 勇 装上电池、按下开关，机器人就能在桌

面上站立行走……一大早，江西省樟树市观

上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熊可欣吃完早饭，

就来到镇上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上兴趣

课。“机器人组装课太有趣了，过几天有书法

课，到时我还要来。”熊可欣兴奋地说。据了

解，这些暑期兴趣活动都是由志愿者组织开

展的。

在农村，有不少父母常年外出务工的

留守儿童。为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樟

树市依托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设

施和志愿服务力量，为农村孩子送上“快乐

暑期”套餐。观上镇招募专业人员、农村教

师作为爱心志愿者，开设机器人组装、书法

等公益课程，吸引上百名孩子报名参加。

“孩子们在这里学得津津有味、玩得开开心

心，暑期有了好去处！”观上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负责人李艳梅说。

“通过制定暑期儿童公益课程计划，优

化场所布置和内容设计，开展针对农村儿

童的暑期公益课程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兴

趣培养、安全教育等服务。”樟树市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陈利刚表示，暑期兴趣活动

让农村孩子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健康快

乐过暑假。今年樟树市 278 个农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全部开设了暑期公益课

程，截至目前已组织开展兴趣活动 1000 多

场（次），惠及农村孩子 3.2万余人。

江西樟树

充实村里娃假期生活
周 欢 向 斌

■话说新农村R■“三农”这十年R

核心阅读

1717 新农村新农村2022年 8月 26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