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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林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伏文强
(苍溪县林业和园林局，四川 苍溪 628400)

摘 要: 本文针对苍溪县林业产业发展中存在的无主导产业、重建轻管、科技支撑不力、缺乏龙头企业等问题，提出

了重点发展核桃、珍稀树木和林下经济 3 大特色产业，通过建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发展森林旅游、强化科技、加强

领导等 8 项措施，提升林业经济规模和效益。
关键词: 林业产业; 发展现状;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S7 －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508( 2015) 04 － 0105 － 03

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缘的大巴山南麓，幅员

面积233 102. 2 hm2，林业用地93 490. 5 hm2，森林覆

盖率 47. 1%，是广元市重要的林、牧、土特产品主产

区和嘉陵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区，先后荣获“全国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示范县”和“全国林权改革百

强典型县”等称号。2013 年农民人均林业收入 885
元，仅占农民人均收入的 9. 8%，林业助农增收贡献

率偏低。加快林业产业化发展，培育壮大特色林业

产业，提高林业助农增收实效，既是巩固生态建设成

果、保障生态安全的需要，更是应对土地撂荒、繁荣

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1 苍溪县林业产业发展现状

2007 年以来，苍溪县立足林业资源优势，坚持

兴林富民、提质增效的思路，大力发展工业原料林、
珍稀树木、特色经果林等林业特色产业，取得可喜成

绩。一是基地规模日益壮大。结合天保、退耕还林

等重点林业工程实施，大力种植以杨树、巨桉为主的

工业原料林，以核桃为主的特色经果林，以银杏、桂
花为主的珍稀树木，配套发展林下经济。截止 2013
年底，全县已建成林产业基地 2 万 hm2，其中:工业

原料林4 700 hm2、核桃4 700 hm2、珍稀树木4 000
hm2、林下经济6 600 hm2。二是林产品种类日渐丰

富。2013 年全县木材产量 4 万 m3; 加工木质纤维

板 10 万 m3;加工板式家具 1. 1 万套，实木家具 0. 6
万套;出圃苗木3 000万株; 核桃干果3 000 t;金银

花、川明参等中药材4 500 t，以黑木耳、鲜香菇为主

的森林蔬菜 200 t;养殖林中鸡等禽类出售达 400 万

只。丰富的林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民增收。

三是森林旅游渐成气候。成功创建三溪口国家森林

公园和四川省首批乡村旅游示范县，打造乡村生态

家园旅游点 21 个，省级生态村 17 个，发展“林家

乐”300 余户，年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生态旅游年

收入 1 亿余元。四是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全县

已建 成 林 业 专 业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32 个，入 社 农 户

6 500多户;其中:种苗花卉 10 个、营林种植 10 个、
特色林果业 7 个、林下养殖 5 个。有木材加工企业

5 家，种植大户 13 户，其中林安木业建成省级林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年生产中密度纤维板 7 万 m3，产

值 0. 9 亿元。五是林业产值逐年增长。2013 年全

县林业总产值 15. 5 亿元，其中以种养殖为主的第一

产业 10. 7 亿元，以木材及林副产品加工为主第二产

业收入 3. 3 亿元，以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为主的第

三产业 1. 5 亿元。

2 苍溪县林业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未形成主导产业

苍溪县在发展林业产业中探索了一些路子，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对自身资源特色和优势分

析、认识不足，发展目标和思路不够清晰，总是被别

人“牵着鼻子走”，跟风而上抓产业的现象比较突

出，目前还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品

牌，缺乏市场和竞争力。
2． 2 重发展轻管理

全县林业产业基地规模日益壮大，但集约化程

度不高，管理粗放，效益未能有效发挥。全县现有核

桃种植基地4 700 hm2，总产量3 000 t，单产仅 638 kg
·hm －2，远低于预期产量，这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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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管理不善，导致核桃生长不良、病虫危害严重，

产量不高。
2． 3 科技支撑乏力

全县仅有县林业科技推广站一家科技服务机

构，对林产业技能培训和服务指导未跟上，科技推广

范围小、服务能力弱，林农种植过程中普遍缺乏科学

技术。林木良种繁育滞后，尤其是核桃良种选育和

采穗 圃 认 证 一 直 未 开 展，良 种 苗 木 使 用 率 不 到

30%。林产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缺乏善经营、
懂管理、勇于开拓市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2． 4 缺少精深加工企业带动

种植户生产出的核桃、川明参等林产品主要依

靠分户摆摊设点销售，品质参差不齐，价格低廉，受

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种植效益得不到保障，阻碍了林

业产业化建设。当前全县大型林业企业仅苍溪县林

安木业一家，主要从事木材收购和中纤板生产，属资

源消耗型企业，对林农的增收作用不明显，必须引进

林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实行订单生产，为林产业提供

持续发展动力。
2． 5 多元投入机制不活

由于林业产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抗

风险能力弱等特点，社会力量投资发展林产业积极

性不够，也是困扰林产业发展的瓶颈。近年来全县

林业产业主要依赖林业项目支撑和农户投劳，社会

资金投 入 较 少，据 统 计 2013 年 全 县 林 产 业 投 入

3000 余万元，其中民间资金仅 800 万元。政府引

导、农民参与、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形

成。

3 苍溪县林业产业发展思路

要顺应林产业化建设新常态，按照生态建设产

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思路，紧紧围绕生态林业和

民生林业发展需求和苍溪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在全

省山区县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立足苍溪地方

特色和优势，以助农增收和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为核心，以培育产业基地为载体，以加工利用为龙

头，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和布

局，创新发展模式，促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在

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下，到 2020 年末，

全县实现林业总产值 28 亿元，农民林业人均纯收入

达到3 000元。核桃种植面积 1 万 hm2，实现年产量

1. 5 万 t;珍稀树木种植面积6 700 hm2;林下种养基

地 1. 33 万 hm2;建成国家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两家;国家级示范林业

专业合作社 1 家、省级示范林业专业合作社 3 家;林

产业重点乡镇 10 个，产业示范户 100 户。初步建成

特色优势突出、结构布局合理、生态经济效益明显的

林业产业体系，使林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支柱产业，

把苍溪县建成全省林业产业强县。

4 苍溪县林业产业发展对策

4． 1 明确重点、科学布局

根据全县 39 个乡镇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区位

特点和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因素，充分考虑市场需

求，苍溪县林业产业应重点发展核桃、珍稀树木和林

下经济 3 大产业。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合理布局

产业发展区域，做好全县林业产业发展规划。在以

低山为主、群众有传统种植习惯的北部山区，重点发

展以核桃为主的特色经果林产业;在以丘陵为主、交
通便利、市场活跃的南部区域和城周乡镇，要加快发

展以桢楠、香樟、银杏、香椿、桂花等为主的珍稀树木

产业;同时，为化解林粮争地矛盾，有效利用林产业

基地和丰富的林地资源，适当发展林下种养业，提高

林业产业基地的综合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4． 2 加大基地建设，夯实产业基础

在巩固原有基地成果基础上，结合新一轮退耕

还林等林业项目实施，充分利用坡耕地、撂荒地、低
效林地，加大核桃、珍稀树木和林下经济三类产业基

地建设力度，打造一批规模大、规格高、示范性强的

标准化基地，为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抓好核桃基地建设。在北部山区乡镇重点

发展核桃基地，打造东溪、桥溪等基地乡镇 10 个，每

年新植核桃1 000 hm2，每年建设 67 hm2
高标准核桃

示范基地 5 个，通过高接换优和小苗嫁接方法，抓好

现有低质低产核桃林改造，核桃年产量达到 1. 5 万 t
以上。二是抓好珍稀树木基地建设。在南部丘区和

城郊乡镇大力发展珍稀树木，结合小康新村建设，打

造龙山、陵江等基地乡镇 12 个，着力培育特色突出、
品种稀有、市场紧缺的品种，重点发展园艺观赏苗木

和珍贵用材树种，每年新发展 667 hm2。三是抓好

林下种养基地建设。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构建立体开发、复合经营格局。在五

龙、白鹤等乡镇，加快发展以土鸡、肉羊(牛) 为主的

林下 养 殖 业，建 立 林 中 鸡 为 主 的 养 殖 基 地3 300
hm2，年养殖 500 万只。建立林下生态肉羊( 牛) 为

主的养殖基地2 000 hm2，年放养牛羊两万头。在农

户有种植习惯、市场活跃的龙山、河地等乡镇，巩固

提升川明参和苗木产业，年种植川明参 670 hm2，年

产量4 000 t，林下育苗 670 hm2，年产苗 1 亿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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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等杂灌资源丰富的龙王、雍河等乡镇，大力发展

香菇、黑 木 耳 等 森 林 蔬 菜，年 种 植 规 模 500 万 棒

(袋)，年产量 500t。在运山、文昌等乡镇，继续抓好

林芋复合经营，每年种魔芋 330 hm2，年产量5 000 t。
同时，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利用林下特殊的遮荫环

境，采取引种试验、抓点示范的方法，稳步发展白芨、
白芍、金银 花 等 名 贵 中 药 材，常 年 种 植 面 积1 300
hm2，年产量 1 万 t。
4． 3 严格种苗质量监管，保障产业发展成效

要彻底扭转苍溪县产业发展中核桃良种使用率

低、品种混杂、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不利现状，必须

从源头把控品种质量，改变核桃苗木传统采购的形

式。凡是国家投资的产业基地栽植苗木，全部实行

县内定点定向培育。县林业和园林局根据年度林业

产业发展规模，提前一年确定苗木品种、规格和数

量，通过政府采购提前确定育苗业主，前移监管环

节，加强中标业主的从采穗 － 嫁接 － 出圃全过程的

监管，严格执行种苗“一签三证”制度，保证苗木品

种纯正、质量合格，保障每年优质核桃苗培育能力

30 万株以上，为全县核桃产业的发展提供良种壮

苗。
4． 4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培育新兴增长点

依据“红、绿、蓝”3 色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县内森林生态景观，加速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以红军渡·西武当山“AAAA”风景区武当山森林公

园为载体，强化红色文化打造，发展红色旅游;以嘉

陵江亭子口库区、苍溪航电、沙溪航电库区“一江三

湖”为主线，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加强东河流域六

级湖泊湿地公园申报和开发，以湿地文化、水文化推

动蓝色旅游发展;以九龙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旅游开

发、三溪口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少屏山森林公园建设

为契机，深入推进以森林生态文化为主体的生态旅

游业发展，大力发展“林家乐”，引导游客观林家风

貌、赏特色花卉、享休闲生活、吃生态食品，打造“星

级林家乐”和度假村 200 家。到 2020 年，全县建成

森林生态旅游基地面积 1. 33 万 hm2，年接待游客达

到 130 万人次，年收入达到 3 亿元。
4． 5 培育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壮大全县林产业发展实力。
在切实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发展 2 ～ 3 家林板家具一

体化、林油一体化林产加工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县

木材加工企业，实现林板加工产值两亿元。引进 1
家管理理念新、经济实力强的核桃加工企业，深度开

发独具特色的核桃仁、核桃油等食用性产品，促进加

工转化，拓展增殖空间，争取年加工能力达 1 万 t，产

值 1 亿元。培育壮大苗木经纪人5 000人以上，全面

提高珍稀花木产业的市场营销能力。到 2015 年底

建成龙山苗木交易市场，2020 年创建国家级林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1 家，建成省级核桃加工重点龙头企

业 1 家。
4． 6 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发展能力

把“科技兴林”落到实处，强化科学技术对现代

林业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以县林业科技推广站和

9 个片区中心林业站为依托，在林产业重点乡镇成

立林业科技服务中心，建立县 － 片区 － 乡镇三级科

技服务体系。切实抓好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

企业的技能培训，推广标准化栽培、科学采收( 集)

等实用技术，增加林业产业的科技含量，提升林产品

市场竞争力。大力开展林木良种选育，力争 2020 年

前选育乡土核桃良种 2 ～ 3 个，建成优质核桃采穗圃

30 hm2。积极与省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开

展深度合作，将现代林业发展的先进理念、科技成果

应用到种植大户及林农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4． 7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机制

按照造林与营林结合的原则，大力培育林业经

营主体。规范发展核桃、珍稀树木和林下经济类林

业专业合作社，加强对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扶持、技术

指导与技术服务。积极引进业主大户投资造林，吸

引社会资金投资林产业发展。发展家庭林场等新型

生产经营组织。健全完善产业化经营主体与农民之

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模式，探索“一体化经营”、“利

润返还”等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支持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技术入股、
技术转让等方式参与现代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和林产

品加工。
4． 8 加强领导、严格考核

县、乡两级政府把加快林产业发展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成立林产业发展机构，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

项目扶持力度，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职能部门协调抓的产业发展机制。县委、县政府

把林业产业化建设纳入各乡镇和县级有关部门的年

度目标考核，明确建设总体目标，细化阶段任务，制

定奖惩措施，严格考核，兑现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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