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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均居全国前列，

广袤的森林蕴含着巨大的食物生产潜力。孟连

牛油果种植面积占全国七成以上，临沧成为澳

洲坚果全球最大产区，云南产的本土咖啡、蓝莓

受到市场追捧……近年来，云南积极践行大农

业观、大食物观，努力向森林要食物，林果成长

为一个个特色产业，丰富了广大消费者的餐桌，

也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近日，记者走访云南各地种植区，从种子、种

植、管理等环节探寻林果成为抢手货的密码。

种子怎样培育？
“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

需求，必须持续育种研发”

种植面积超 10 万亩，占全国七成以上，云

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是名副

其实的国产牛油果第一县。

其实，孟连县最初试种的牛油果面积，也就

10 亩。“我们跑遍了全球牛油果主产国，考察了

国内 7 个省区，在云南 8 个州市进行引种观察研

究后，最终决定将牛油果基地建在孟连。”普洱

绿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祁家柱说，孟连

阳光雨露充足、大风天气少，加上喀斯特地貌坡

地，非常符合牛油果根系浅、需要水分多又不能

积水的种植条件。

“ 公 司 2007 年 开 始 在 国 内 试 种 牛 油 果 ，

2019 年 才 首 次 批 量 上 市 ，累 计 投 入 超 过 1 亿

元。培育一个本土化新品种，不容易！”祁家柱

感叹，种下种子只是开始，过一年才知道哪些能

种活；至少五年才知道果树是否会结果，而六七

年后才知道牛油果是否高产；高产的品种还要

小规模试种，这样才知道能否稳产。

即便找到了高产稳产的牛油果品种，不期

而遇的病虫害、干旱寒冷的气候，都可能危及产

业发展。“要培育出抗病性更好、适应不同气候

的种子，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必须持续育

种研发。”如今，祁家柱的公司已经研发了覆盖

早中晚熟、9 个类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牛油

果品种。为缩短农户从种植到收获的时间、降

低种植成本，今年开始公司还研发了大苗繁育

技术，农户移栽后只需两年就能有收益。

“牛油果脂肪中 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与

其他常见水果比，牛油果的钠、钾、镁、钙含量也

相对较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

作物研究所牛油果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杨天坤介

绍，因为独特的营养价值，牛油果近年来逐渐成

为市场追捧的“明星水果”。

“只要突破了育种瓶颈，国产牛油果在口感

上要优于进口货。1 亿元换来中国本土牛油果

种子，值！”祁家柱说，掌握了种质资源，就能确

保牛油果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育种底子打得好，产业发展后劲足。2023
年孟连牛油果鲜果产量达 1.73 万吨，占全国牛

油果产量的 80%，成功替代我国牛油果消费中

15%左右的进口份额。

果子怎么管理？
“四级科技人员联手打

造培训服务体系”

排排坚果树，缀满油亮绿果。拨叶抚枝，云

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大红山坚果基地里，技术员

田小映侃侃而谈。早在 1991 年，永德县便试种

成功澳洲坚果，发展至 2023 年，临沧全市澳洲

坚果种植面积达 262.77 万亩，占全球种植面积

的 40%。

2017 年，田小映返乡流转了 30 多亩土地种

澳 洲 坚 果 。 起 初 两 三 年 挺 好 ，树 渐 渐 开 始 结

果。可好景不长，树越长越高，结果量却越来越

少。“种树容易管果难，幸好后来有临沧市林业

科学院的老师手把手教技术，才没白忙活。”田

小映说。

坚果的种植管理方法不能只靠农户自己摸

索，临沧选择将科技服务送入坚果林。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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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临沧

市林业科学院共同建设 17 个坚果种植核心试

验点。“评估问题、给出方案，省、市、县、乡镇四

级科技人员联手打造培训服务体系。”云南省农

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唐

少平介绍。

“树顶端生长过密、花期水肥给养不足、传

粉媒介有限、病虫害等问题，都会影响澳洲坚果

产量。”唐少平说，依靠落头开心、保花保果、果

园放蜂三个关键技术，配合嫁接改良新品种，大

红山基地的坚果平均亩产从不足 100 公斤增加

到 340.56 公斤。

经过培训，田小映熟练掌握了一整套坚果

管理技术。他家坚果林里，树干向上生长的部

分已被截掉，树下，蜂箱有序摆放，林间，果盛沁

蜜香。田小映边说边向记者熟练演示新品种嫁

接技术，“现在我家的澳洲坚果品种已改良了一

半。蜂箱产出的‘坚果蜜’，品质很好，每公斤能

卖 60 多元。”

临沧市镇康云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工厂

里，自动化加工生产线检修一新，静待采摘季。

“去年加工了 3500 吨，今年预计能超过 1 万吨。”

加工厂负责人李晓波说，国产澳洲坚果从采摘、

加工到送达消费者手中，最短只需 15 天，而且

奶香更浓。

龙头企业不仅打通了销路，也带动了种植

水平的提升。不知不觉间，卓莓、科思达、联想

佳沃等企业纷纷在云南布局小浆果产业，如今

生产基地已达 25 万亩。其中，错峰上市的云南

蓝莓，成了年产 10 万余吨的大产业。

产品为何热销？
“市场要精品，我们就

生产精品”

“早在 1892 年，云南就开始引种咖啡，但最

近几年，云南咖啡才逐渐走红。”高黎贡山脚下，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新寨村种下的 1.38
万亩咖啡林郁郁葱葱，村党总支书记王加维对

云南咖啡产业非常熟悉。

20 世纪 80 年代，云南就开始规模化种植

咖啡。王加维说，种的是不少，可咖农只管种，

不会销，“当时收获咖啡果后，只会简单处理一

下，就把咖啡豆拉到收购商门口排队，生怕卖

不掉。”在保山、普洱等咖啡产区，咖农常常因为

价格低迷而弃种，咖啡产业一度陷入了“低价

——砍树——价高——种树”的循环。

如何跳出这个循环？“问题还是出在咖啡品

质、品牌上。”王加维说，去年我国人均饮用咖啡

数达到了 16.74 杯，消费者对咖啡的香气、风味、

余韵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品质不过关，咖

啡很难卖出好价。

近年来，云南省瞄准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

不断提升咖啡品质，打造本土咖啡品牌。“市场

要精品，我们就生产精品。”王加维说，精品咖啡

是选品、种植、采摘、加工、烘焙等各个环节连锁

反应的结果，瞄定市场需求，新寨村开始引进龙

头企业。

“我们提供基础设施，企业引导咖农规范化

种植、采摘、标准化晾晒加工，精品率明显提高，后

续销售就有了保障。”王加维介绍，近年来，咖啡加

工企业逐渐在新寨村集聚，全村拥有 13家咖啡加

工企业、5个咖啡庄园和 100家特色咖啡小院。“现

在国内外好多咖啡师都找我买咖啡豆。”新寨村

佐园精品咖啡庄园创始人番启佐说。

村里顺势而为，打造起咖啡体验馆、民宿等

“咖旅融合”项目。去年，新寨村接待了约 15万游

客。“游客来体验咖啡采摘、烘焙，制作手冲咖啡，

还能品尝用咖啡制作的特色菜品。”王加维说，线

上线下，村里人气都挺旺，针对市场需求研发生

产的挂耳咖啡、冻干咖啡粉等产品，也在村办企

业“新咖”的直播间里热销。去年，新寨村咖啡年

产值达 1.3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3万元。

新寨村是云南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缩影。去年，云南种植咖啡面积达 114.6 万

亩，生豆产量 14.6万吨，综合产值超 590亿元，种

植面积、产量均占全国的 98%以上。

云南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努力向森林要食物

林果成长为一个个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杨文明 张 驰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R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践 行 大 食 物
观，大力发展木本
油料产业，能有效
缓解粮油供需矛
盾，为切实维护国
家粮油安全提供
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树立大食物观”“要向

森林要食物”。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 ”，油 料 安 全 是 重 要 一

环。我国有 150 多种木本

油 料 种 子 含 油 率 超 过

40%，是 优 质 食 用 植 物 油

的重要来源，其种植区域

受限小，不与农争地、不与

人争粮。践行大食物观，

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产业，

能 有 效 缓 解 粮 油 供 需 矛

盾，为切实维护国家粮油

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木本油料产业发

展起步较晚，与大宗植物

食用油料产业相比，产业

体系尚不健全，产业链还

存在短板。如何促进木本

油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拎 稳“ 油 瓶 子 ”作 出 更 大

贡献？

激发经营主体经营活

力。发挥国家林业重点工

程 建 设 资 金 引 领 带 动 作

用，探索将木本油料林建

设融入大规模国土绿化、

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开

发 木 本 油 料 特 色 金 融 产

品，提供优惠利率和适宜

贷款期限。拓宽政策性保

险覆盖范围，支持保险机

构开发木本油料商业性保

险，通过保费补贴等方式

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投保，降低经营风险。

优化产出导向政策支持。完善木本油料全产业

链扶持，将种植木本油料纳入国家粮油生产补贴范

围，采集和加工机械列入农机具购置补贴范围。设

立木本油料产业发展基金，积极培育木本油料产业

园区和产业集群，完善落实木本油料产油大县奖补

政策。

完善全产业链科技支撑。加大全链条科技创新

投入，完善国家现代木本油料产业技术体系。建立

高产稳产优质木本油料种质资源库。加强木本油料

作物种植、采收、运输等环节的机械装备研发攻关。

强化木本油料科技特派员、乡土专家等人才队伍建

设，完善科技推广实绩考核和激励机制。鼓励支持

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引导组建产业化联合体，强化

服务体系支撑。

促进多业态融合发展。瞄准不同消费人群和消

费场景，拓展木本油料作物饲用、菜用、肥用、蜜用、

观赏等新功能，加快推进种植管护与油脂加工、农事

体验、耕读教育、康养旅游等深度融合发展，提升产

业综合收益。鼓励支持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加强合

作，提升木本油料产业组织化程度，构建紧密型利益

联结机制，将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链条内合理

分配。

加强品牌建设与管理。强化品牌引领，扶持一

批有能力、有技术的木本油料生产加工企业，认证一

批绿色、有机的木本食用油产品，评选一批行业知名

品牌，打造“金字招牌”“亮丽名片”，提升产品附加

值。鼓励面向消费市场推广优质木本植物油及其衍

生品，以下游“卖得好”牵引上游“好好做”，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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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万禾农业基地里，3000 亩红芽

芋喜迎收获。天蒙蒙亮，50 名村民便开始在基地挖芋头，好抢在

高温到来前，将订单发往浙江。

吉州区是吉安市中心城区，只有 4 个乡镇。紧扣“小而美、小

而优、小而精、小而强”的城郊农业定位，吉州打响农业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提升攻坚战，合力建设一批集中连片的优质水稻、绿

色瓜果蔬菜、优质水产等特色农产品基地，全区农业特色优势产

业布局基本形成。

“我们现在将蜘蛛放进去抗虫，直到收割都不需要管了。”近

日，樟山镇清湖村“蜘蛛水稻”种植基地里，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肖永红指导农民往 400 亩稻田投放了 2 万只蜘蛛。

今年是吉州区联合高校探索水稻生物防治新模式的第三年，

通过采用稻油轮种模式和蜘蛛生物防虫集成技术，水稻种植过程

实现了零化肥、零化学农药。如今，基地的“蜘蛛大米”创建了绿

色品牌，经济效益是常规稻米的好几倍。

为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吉州区制定了“三年行动方

案”，实施“两品一标”认证登记和展示展销奖补，采取冷链物流建

设、产业加工、休闲农业奖补等扶持政策。目前，全区现代农业产

业规模化基地达 57 个，打造了 5 条错位协同、特色突出的果蔬产

业带。果蔬产业已成为吉州区农业主导产业，纳入了省级优势特

色产业。

“外引内培”龙头企业，擦亮特色农产品品牌，是吉州区农业

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的重要举措。

江西乐滋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丽的半年报：上

半年公司生产的蛋黄酥仅在山姆会员店的销售额就达 5380 万

元，同比增长 23.8%。这是该产品被冠名“井冈山”品牌后迎来

的“开门红”。

截 至 目 前 ，吉 州 区 培 育 市 级 以 上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51
家 ，其 中 7 家 年 主 营 收 入 超 亿 元 。 区 里 积 极 融 入 全 市“ 井 冈

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加大企业自有品牌建设力度，

“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企 业 品 牌 ”双 轮 驱 动 ，不 断 提 升 农 产 品 知 名

度 和 产 品 附 加 值 。 全 区 31 家 经 营 主 体 获“ 井 冈 山 ”农 产 品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授 权 ，13 款 农 产 品 入 驻 盒 马 鲜 生 、山 姆 会 员 店 等

商超。

“城郊农业更应在提质增效上下大功夫。”吉州区副区长黄柳

青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中心城区区位优势，大力推进现代农

业与文化、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石语荷园、柚乡园等一批精品休

闲农业旅游点和品牌，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

推动城郊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朱 磊

最近几天，重庆市丰都县都督乡梁桥村农民杨兴荣，

在科技特派员代小燕指导下开展晚熟李管护，为丰产上市

打好基础。

“我种植的是反季节李子，去年冬天越冬管理没做好，

李子遭遇了虫害。我向县科技局求助，他们派出科技特派

员，各个环节手把手教，这几天科技特派员又来现场了。”

杨兴荣说，在科技特派员的精心指导下，今年的果子长得

很好，预计能收入 30 万元左右。

“我们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将技术送到田间地

头。”代小燕说，针对果子生虫现象，主要指导果农做好果

树的越冬管理，这样来年虫口基数能减少 60%。

近期受高温影响，花椒树采收后长出的新芽正在接受

一场“烤验”。为确保新芽长势，不影响来年收成，丰都县

农业农村委高级农艺师、科技特派员彭先容到田间地头指

导椒农科学管护。

“最近连续高温，你们要注意早晚灌水，还要在枝干涂

抹松尔膜涂白剂，防止过强日照烧伤嫩叶。”每到一处，彭

先容都会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仔细观察新芽生长情况，

并为椒农现场讲解管护方法。

多年来，彭先容一直服务于农业技术研究及推广一

线。为服务好“三农”，彭先容在全县开展花椒、柑橘等作

物高效种植技术现场培训，并通过建立微信群、QQ 群等

方式，利用休息时间，对农民进行农事指导。

“彭老师言传身教，指导我们学会了‘花椒主枝回缩修

剪’、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花椒收入逐年增加。”

丰都县董家镇四角楼村椒农黄大模说。

丰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科技特派员成为党的“三农”

政策宣传队、农业科技传播者、创新创业领头羊。

丰都县科技局党组书记谭云昭介绍，近年来，丰都县充

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持续完善

“市级专家+县级特派员+乡镇技术员”三级科技服务工作体

系，实现科技特派员“行政村、乡镇（街道）、重点产业”三个全

覆盖，不断丰富科技服务模式，打通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

“去年，我们共选派 48 名市级科技特派员、103 名县级

科技特派员和 300 名科技指导员，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技术

指导 9439 次，技术培训 499 场次，解决技术难题 449 项，引

进新品种新技术 61 项，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

技支撑。”谭云昭说。

重庆市丰都县实现科技特派员重点产业全覆盖

打通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
刘新吾 邓军杰

本版责编：郁静娴

近年来，四川省达州市探索丘陵山区条件下数字乡村发展路径，乡村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涌

现，为乡村全面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上图为达州市达川区双庙镇二东村现代农业园区数字育苗工厂里，技术员（右）给工厂负责人

讲解挂壁甜菜栽培知识。

左图为数字育苗工厂技术员进行丝瓜秧喷淋作业。 邓良奎摄影报道（人民视觉）

育苗用上

数字技术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显示，2023 年，我

国以经济林为主体的森林食物产量达 2.26 亿

吨，产值超过 2.2万亿元。森林食物已成为我国

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农产品。

我国 34.64 亿亩森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资

源，其中近 7亿亩经济林提供了干鲜果品、木本

油料、香料调料等森林食物，比如核桃、油茶、柑

橘、咖啡等，深受消费者喜爱。其中，木本油料

种植面积超过 2亿亩，木本粮食种植面积 1亿亩

左右。全国林下经济利用面积约 6 亿亩，去年

林下经济产值超过 1万亿元。

森林是座“食品库”

■延伸阅读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