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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区米易县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及措施分析
———以建设现代林业重点县米易县为例

王海鹰
( 米易县林业局，四川 攀枝花 617200)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米易县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取得的初步成效，提出了壮大区域内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和经营

加工能力的措施，旨在为攀西地区开展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提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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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易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四川省西南角，是

典型的山区县。其城市化率较低、工业吸纳的劳动

力人口有限，在耕地保有量难以增加且传统农业的

发展潜力难以深挖的情况下，要使农民大幅度增收，

其重要 出 路 问 题 就 是 要 着 手 林 业 产 业 的 强 势 发

展［1 ～ 4］。树立“希望在山、潜力在林”的林产业发展

思路，把米易县建设成现代林业重点县才是着力解

决“三农”问题的破题之举。

1 米易县自然经济情况

1． 1 社会经济情况

米易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辖 7 个镇

( 1 个少数民族镇) 、5 个乡( 4 个少数民族乡) 、88 个

村( 38 个少数民族村) 、826 个村民小组( 199 个少数

民族村民小组 ) 、11 个社区居委会、170 个居民小

组。据统计，2013 年底，全县林业总产值达 6. 5 亿

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4. 1 亿元，第二产业产值

0. 2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2. 2 亿元; 占全县第一产业

总产值 41%，第二产业总产值 0. 4%，第三产业总产

值 8%。农民人均林业收入达1 180元，占农民人均

纯收入9 380元的 15. 2%。
1． 2 森林资源状况

据 2012 年完成的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显示，全县

林地面积153 489. 15 hm2，占幅员面积215 269. 50
hm2 的 71. 30% ; 活立木蓄积量12 827 100 m3，森林

覆盖率 61. 08%，林木绿化率 69. 17%。林地面积

中，有林地130 339. 01 hm2、疏林地 457. 95 hm2、灌

木林地11 248. 37 hm2、未成林地 141. 98 hm2、无立

木林地7 610. 99 hm2、宜林地3 690. 85 hm2 ; 公益林

面积73 294. 01 hm2，占林地面积的 47. 75% ; 商品林

面积80 195. 14 hm2，占林地面积的 52. 25%。国有

林地 面 积 91 752. 67 hm2，集 体 和 个 人 林 地 面 积

61 736. 48 hm2 ; 活立木总蓄积中国有8 557 160 m3，

占 66. 7%，集体4 269 940 m3，占 33. 3%。

2 米易县林业产业发展现状

2． 1 林业产业基地的培育已逐渐规模化

近 3 年来，已建成特色林果业规模22 133. 33
hm2，其中核桃基地13 333. 33 hm2、花椒基地 866. 67
hm2、板栗基地 933. 33 hm2、优质芒果基地2 533. 33
hm2、优 质 枇 杷 基 地 1 666. 67 hm2、樱 桃 基 地 800
hm2、优质梨1 000 hm2 ; 木本药材基地1 000 hm2 和

林下中药材基地 466. 67 hm2 ; 投资 300 万元建设林

下养殖项目———穿山甲人工养殖基地，该项目是全

国唯一一家获得穿山甲经营养殖许可企业。
2． 2 涉林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已形成

一是涉林龙头企业运转正常。以中药材种植为

主的企业( 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 ，已成功

开展了林下中药材种植、野生动物养殖以及中药材

加工等林业开发工作，该企业拥有柴胡和当归种植

基地1 000 hm2、穿山甲养殖基地 1 个，中药材加工

厂 1 个。目前，该企业总资产已2 254. 6万元，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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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收入2 863. 8万元，销售利润 11%，带动农户2 100
户，解决农业人口就业 196 人。

二是新培育核桃产业企业。目前，已成功培育

一家以加工核桃产品为主的企业，该企业已获得攀

枝花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拟建设集水果饮

品、浓缩果汁、发酵果酒等为一体的现代化食品加工

生产线。
2． 3 立体林业开发已取得初步成效

林下种养迅速发展。近年来，新增柴胡、当归种

植共计 466. 67 hm2，现有林下中药材面积共计1 000
hm2，林下中药材年产值达3 000万元。依托退耕还

林后续产业的林下养殖项目已完成，全县现有养鸡

专业户 211 户，其 中 大 户 67 户，年 出 栏 21 万 头

( 只) 。一批个人、专业合作社和公司的特色养殖如

灰雁、双团棘胸蛙、梅花鹿、野鸡、野猪、穿山甲等通

过市级资金开展的林业产业科技助农项目也顺利推

进。
2． 4 核桃产业发展规模已起到典型和示范作用

为了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民族地区致富增收，全

县积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引导培育支柱产业，

奠定了核桃产业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
到 2013 年，全 县 核 桃 产 业 规 模 已 达 到13 333. 33
hm2。到 2017 年，预计平均 0. 067 hm2 产值达4 000
元计，总产值可达 8 亿元。

3 主要措施及成效

3． 1 逐步配套林业产业基地基础设施

在全县各部门的统筹协调下，特别是交通、水利

等部门通力协作，林业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不断

完善。目前，已完成了3 000 m3 蓄水池建设、30 km
林区道路改造工程、新建 20 km 机耕道工程。省级

财政林业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新建林区道路 11. 25
km。整合扶贫和移民工作局、交通局和水电局等部

门资金，分别在白坡乡、普威镇、新山乡、麻陇乡新建

林区道路 16. 4 km，改造林区道路 41. 2 km，新建 22
个蓄水池共4 800 m3。
3． 2 全面构筑科技支撑体系

积极同林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合作，引进新技

术，加强森林资源培育，选育和引进优良品种、推广

造林优良树种及栽培技术，积极推行立体林业经营

技术，提高林地生产力。建立了“攀枝花市局—科

研单位—县局 ( 科技推广人员) —实施单位 ( 经营

所、林业站) ”的林业科技推广体系［5 ～ 6］。为保证核

桃种植户较好地运用科技实用技术进行基地建设，

2013 年在各个核桃基地举办 12 期核桃技术培训

班，共培训核桃种植户2 000余人次，发放《米易县核

桃实用技术手册》3 000余册、核桃培训技术光碟

100 余盘。专门邀请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针对乡镇分

管领导、林业站、专合组织、核桃造林大户等开展为

期 3 天的技术培训，受训人数 100 余人。提升了核

桃种植户的科技水平和提高了基地建设质量［7］。
3． 3 建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体系

采取全面监测、及时预测预报，积极投入、提高

控灾能力，严格检疫、科学防治等措施防治森林病虫

害，保障林木资源安全，建立了完善的森林病虫害防

治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县域森林资源，为林业产业

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8］。
3． 4 建立森林资源管护体系

目前，全县已建立了“县( 天保办) —乡( 镇) —
林业站( 经营所) —管护人员”的森林管护体系。全

面落实了森林管护责任制，完善了森林管护制度，进

一步规范管理，认真开展检查验收，使森林资源得到

了有效保护，乱砍滥伐、乱占林地等各种破坏森林资

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明显减少［9］。
3． 5 规划与发展同步

米易县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和核桃产业化发展

领导小组等相关机构的建立，在明确各成员单位相

关职责的同时，相应地对相关工作进行专题部署，从

而更加明确了林业产业发展方向。全县及时制定和

印发了《米易县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 ( 2013 年 －
2015 年) 实施规划》、《米易县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

核桃产业发展的意见》、《米易县核桃产业发展近期

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米易县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

实施办法》，全方位推动全县林业产业发展［10］。
3． 6 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扶持力度

米易县出台了《关于促进信用乡( 镇) 村户发展

的意见》，林业部门的项目优先安排“4 + 2”工程建

设项目，加大了林业贴息贷款和山区综合开发等信

贷资金投放力度，完善了林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大

力发展对林业的小额贷款，完善了林业信贷担保方

式，健全林权抵押贷款制度，支持林业产业项目发

展。2013 年度，农业银行已向涉林企业发放贷款

2 980万元，以支持林业产业发展［11］。

1216 期 王海鹰: 攀西地区米易县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及措施分析



按照源头整合、用途不变、渠道不乱、各记其功

的原则，2013 年，全县先后整合农牧、民宗、扶贫移

民、交通等部门资金2 820万元，发展现代林业产业。
整合项目内容为道路设施、水利灌溉、技术推广、核
桃造林等。县级财政投入配套资金 300 万元，主要

用于支 持 林 业 产 业 水 利 设 施 建 设 和 核 桃 基 地 建

设［12］。
3． 7 重视宣传发动

坚持把宣传发动工作放在首位，抓住一切机会

宣传林业产业，让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及社会各界进

一步了解林业产业，支持和参与林业产业发展，大力

宣传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亮点、典型经验和做法，

激发群众发展林业产业的积极性。通过广播电视、
报纸等媒体宣传和信息简报等形式，广泛宣传现代

林业产业基地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动员社会各界主

体和广大林农参与林产业建设，营造人人参与现代

林业产业基地建设的良好氛围［13］。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4． 1 林业产业总量不足

米易县现有林地面积153 489. 15 hm2，是攀西

地区的森林资源大县，但其权属为集体与个人的林

地面积仅有61 736. 48 hm2，占 40% ; 开发利用占近

60% 的国有林资源，目前仍受到诸多政策的制约。
虽然区内商品林和公益林面积几近相当，集体与个

人公益林面积约占集体和个人林地面积的 22. 7%，

但是用于发展林业产业的集体商品林基地仍显不

足。加之，涉林企业还相对较少，特别是林业“种、
养、加”企业数量及其规模还不足以与现代林业重

点县建设相匹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林业产业

的发展。
4． 2 缺少精深加工企业及规模加工能力

目前，米易县仍无大型的涉及林业的( 精深) 加

工企业，仅有的一家企业也只是侧重中药材种养

( 基地1 000 hm2 ) 和中药材初加工，相应地制约了林

业产业化水平的提升，阻碍了林业产业效益的全面

发挥。仍需广开渠道，积极引进大型生产加工企业

和实现相应加工能力，为全县的林业产业特别是核

桃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4． 3 林产品营销体系和市场发育不健全

当前林产品的产、供、销渠道还不十分畅通，未

真正形成完整的营销体系，创名牌、推特色、降成本

等营销手段和市场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4． 4 基础设施建设仍需持续

全县林业基地基础设施脆弱，虽经大力构建和

扶持，林区道路、交通、水电、信息等覆盖率仍然不

足，且相应等级也较低，还不能够为林业产业发展提

供更大的服务和支持，与林业重点县建设的要求还

存在较大差距。
4． 5 发展资金的缺乏仍然是林业产业发展的软肋

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有限，积极依靠涉林项目支

撑、广开融资渠道、优化投资环境、出台惠及政策 ，

吸引社会多元化资金的投入是米易解决林业产业发

展资金缺乏的必由之路。

5 建议与思考

实施林业产业重点县建设，是一项配合推进新

农村建设的惠民工程。抓好该项建设，对改善米易

县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和全县经济可持续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继续创新工作举措，推

进产业基地优化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才能使林业产

业发展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5． 1 实施低产低效林改造，提高林地质量和林地产

出

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力度，努

力提高林地质量，加快推进低产经济林、品种结构不

合理的基地进行改良步伐，对现有鲜食、干果和加工

品种搭配合理，提高基地总体质量和林地产出能力，

努力实现林业增长方式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提高的

转变，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5． 2 强化林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林农生产成本

本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高效实用的原则，进

一步强化林木良种繁育、林区道路、灌溉设施、森林

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业科技推广和林产品质

量监测等基础保障设施建设，确保基地内良种壮苗

全覆盖、生产条件全改善、林地效益全提高，从而降

低林农生产成本，有效促进林农增收、企业增收、财
税增加。
5． 3 加快核桃基地标准化建设和科技投入

依托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项目、退耕还林后续

产业项目和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坚持高起点规划，

( 下转第 90 页)

221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35 卷



林 4 a 即可开始郁闭。而采取抚育并进行补充施肥

的幼树，年均高、径生长一般可达到 1. 5 m、1. 3 cm，

初植密度3 300株·hm-2 的幼林 3 a 即可开始郁闭。
而本项试验结果表明，虽经连续两年的除草抚育并

辅之以补充施肥，但参试林分的年均高、径平均生长

量分别仅 0. 52 m、0. 5 cm，且随树龄的增加，相同改

造方式其生长量呈下降趋势，因此对已经形成的低

效林，仅采取抚育除草并辅之以补充施肥，对恢复其

生长虽有一定效果，但效果不明显，要想通过较短时

间的抚育除草并辅之以补充施肥使其恢复到正常生

长水平是很难的。
4． 3 通过试验表明，对新银合欢低效林，采用平茬

更新并辅之以除草补充施肥，或仅采取平茬更新的

方式进行改造，均能使低效林尽快恢复生机。同时，

根据本试验 6 龄的低效林平茬更新改造，年均高、径
平均生长量分别达到 2． 5m、2． 18cm，4 龄的低效林

平茬更新改造，年均高、径平均生长量分别为 1. 43

m、1. 13 cm，6 龄效果显著优于 4 龄，故在采用平茬

更新改造时，若幼树的顶梢未枯死，适宜的林分年龄

应在 4 龄以上，若幼树的顶梢已枯死，则可不受树龄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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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J］． 四川林业科技，1993，3: 61 ～ 63．

［4］ 刁阳光，等． 金沙江干热河谷赤桉低效林管理技术研究［J］． 四

川林业科技，1998，2: 34 ～ 36．

［5］ 周立江． 低效林评判与改造途径的探讨［J］． 四川林业科技，

2004，1: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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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建设，科技化管理。按照核桃产业发展规模

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的要求，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

加快核桃基地建设。力争通过三年努力，搞好核桃

优良品种调查申报工作，建设优质核桃良种采穗圃，

加快优质、高产、稳产、多抗优良品种的选育，将核桃

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
5． 4 大力发展林下产业种养结合力度

为解决核桃、芒果等经济林投产期长的问题，应

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和森林蔬菜等，通过“以短养

长，长短结合，立体开发”，充分利用好56 654 hm2

集体与个人的商品林资源，实现林药、林蔬综合效益

增值目标，解决果农在经济林盛果期前的经济收入

问题。继续重视已成功引进的半夏、金荞麦、苍术、
薄荷、赤芍、紫菀、黄精等中药材品种，根据不同区

域、海拔、土壤等条件科学种植，实现中药材基地超

过13 500 hm2 的规模。
5． 5 强化企业引领能力

增建和发展中药材加工企业，充分利用规划的

农业园区，建设以核桃、芒果为主的果品加工企业，

以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发展，促进林农增收。农业园

区的建设，及时为相关企业提供规模用地和相关优

惠政策，引领其他涉林企业迅速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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