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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县林业产业发展初探

竹山县林业局袁慎学

竹山县地处南水北调工程水源 

区，是典型的山区林业大县。林业 

具有生态环保及产业富民的双重使 

命 ，如何立足县情，发展特色产业？ 

如何抢前争先,用足用活政策机遇？ 

如何偏居一隅，有所创新、有所作 

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而又紧迫 

的重大问题。基于对县情的了解和 

已经形成的产业基础，我们制定了林业产业建设实施 

规划。

一、 竹山县林业产业基本现状

近年来，竹山县立足山区优势，做活“山”字文章，积 

极争取林业项目资金，扶持引导林业产业发展，取得了由 

低效林业向高效产业转变的成功实践，使林特产业呈现蓬 

勃发展的态势。全县林特基地达 71. 5 万亩，林业总产值 

达 5.7 亿元，农村林业经济合作组织达5 3家，林产品经营 

加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林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凸显。

但从其内涵上来讲，到目前为止，竹山县无论肚倍还 

是板栗，无论茶叶还是竹子，无论核桃还是木瓜，无论松杉 

还是药材，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优势的产业，更无从谈起 

产业化了。我们的品种是七谷八杂,我们的林相是七高八 

矮 ，我们的木材是七弯八翘，我们的果品是七大八小，就连 

目前我们林业主导产业、骨干品种的定位还在七嘴八 

舌 ，可以想象我们同发达地区的林业存在有多么大的差 

距。从自然条件来讲，我们这里什么都有，什么都长，因而 

就形成了品种多而杂，在基地建设上遍地开花、百花齐放， 

很难确定出主导产业和骨干品种。从政府部门来讲，缺乏 

一张蓝图画到底的精神，各自为阵，各取所好，影响了林业 

产业的持续发展。从林业部门来讲，缺乏对林业产业作出 

科学规划，存在着看领导行事，跟领导吆喝，没有站在行业 

的顶峰，没有长远的发展思路。从林农群众来讲，缺乏有 

效的引导和扶持，自我发展意识不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较弱。

二、 竹山县林业产业准确定位

竹山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土壤肥 

沃，雨热同季，适合多种林木生长，发展林业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根据竹山县山区气候的多样性、地理土壤的 

差异性，以及多年来林特项目的比选情况，按照“品质优、 

效益好、产的出、卖的掉”的基本要求，林业产业骨干品种 

的定位应该是:重点发展优势品种肚倍，稳定发展传统品 

种竹子，突破发展特色品种核桃。

这一思路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提出的,有些方

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在没有品种更宜、效益更高、风险更 

小、见效更快的情况下,建议不要轻易变动。

三、 竹山县林业产业科学布局

竹山县林业产业发展空间大，品种资源、种植技术优 

势明显,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科学布局林业产 

业是合力打造“十星高地，秦巴强县”的重要一环。按照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思路，肚倍重点布局在:文峰、深 

河、得胜、大庙、竹坪这 5 个乡镇，着力构建文峰肚倍之乡； 

竹子重点布局在:双台、楼台、城关、上庸这 4 个乡镇，着力 

打造北星河流域鲍竹路沿线及堵河流域十竹路沿线2 个 

竹子长廊;核桃重点布局在:溢水、麻家渡、秦古、潘口、官 

渡、柳林这 6 个乡镇，着力完善麻家渡涧沟梁至溢水燕子 

山一线万亩高产示范基地。

四、 竹山县林业产业适度规模

采取新造林、补植补造、低产林改造等形式，培植优质 

高效林特产业基地。到 2020年基地总规模实现 1 0 0万 

亩，其中:肚倍2 0万亩，现 有 10. 7 亩，新建 9. 3 万亩;竹子 

(大径竹）10万亩，现有6. 5 万亩，以楠竹、斑竹、金竹为主 

要品种新建3.5万亩；核 桃 1 0万亩，现 有 6 万亩，新 建 4 

万亩;其他(木瓜、板栗、油茶、杜仲、油桐、耳菇林等）6〇万 

亩。在“十二五”的后3 年要完成肚倍2 万亩，竹 子 1 万 

亩，核桃3 万亩。

五、 竹山县林业产业构建途径

1.示范引导。产业推进上，在政府主导、部门主扶、 

农民主体的总体构架下，更加注重农民的主体作用，不强 

迫命令，不搞一刀切，在反复宣传、耐心说服的前提下，通 

过典型户示范引导、农民的主动参与，自下而上落实面积， 

自上而下下达计划，立足一村一品，发展连村一品,实现一 

乡（镇)一业。要改过去催种催收为试验示范，改过去只 

重产量为视品质质量为生命，改过去重产轻销、重建轻管 

为建管并重、产销同步。具体工作中，要两手并重:一手抓 

龙头(加工厂、销售公司、专业合作社），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以龙头带基地,围绕主导品种，组建林特专业合作社， 

通过这些形式，为林农搞服务、抓销售，实现增产增效;一 

手抓示范，林特产业村应按照“村有示范块，院有示范户” 

要求，办好百亩块、抓好示范户。就全县而言，应一如既往 

地办好文峰塘湾500亩肚倍高产示范，双台台子20 0亩楠 

竹笋竹两用林高效示范，溢水燕子山、麻家渡涧沟梁、秦古 

涧池各500亩核桃套种、早实、丰产示范，通过典型样板, 

对内搞示范，对外搞宣传。基地建设上，要牢固树立“功成 

不必在我”的理念，永远做到三不:不左右摇摆，勇担风险，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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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难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朝秦暮楚，如果这 

山望着那山高，东施效颦，结果会是一事无成，要发挥竹山 

优势，坚持自身特色，走自己的路，功到自然成;不急于求 

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 

抓林特产业，坚持十年，必见其功。

2 .  重抓科技。聘用国内、省内资深经果林专家来竹 

山县传经送宝、传技授艺，通过他们传、帮、带 ，通过自己 

学、练、干，培训百名能言善辩、能说会干的林特专业技术 

人员，培养万名农村绿色致富带头人,努力实现“村有技术 

员 ，户有明白人”的目标。基地建设始终做到科技先行 ， 一  

是科学选苗，杜绝小苗、弱苗、病苗、老化苗进地上山，一律 

栽大苗、壮苗、齐苗。二是科学栽培，根据气候变化，调整 

栽植茬口，改过去的春栽为秋栽春补，改有墒栽植为栽后 

接雨，对核桃等贵重苗木推行地膜覆盖，重点工程绿化苗 

木实行带土栽培，通过这些保墒、保肥、保水措施，确保一 

次全苗，使苗木一次性栽植成活率达到 9 5 % 以上。三是 

科学管理，加强修枝、整形、拉枝，使果树早结果、结好果； 

加强规范套种，树木郁闭前，合理套种蚕碗豆、花生等矮杆 

作物，禁套玉米、油菜等高杆品种;加强抚育施肥，每 年 5、 

7 月份来一次全面除草、施肥管理。四是科学防治病虫 

害，高度重视林特基地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既要常防，又要 

早治。常防上,冬季推行石硫合剂树干涂白、园地清理，夏 

季试行地膜覆盖防治;早治上，一旦有病虫害苗头,毫不犹 

豫，果断处置，治早、治小、治了。

3 .  突出重点。重点品种,3、5年 内 ，新建基地以肚倍、 

竹子、核桃为重点，管理以人工挂蚜、楠竹苗造林、立体套 

种为重点;重点区域，围绕与两山一江(武当山、神农架、长 

江三峡)大旅游圈对接，借堵河源、九女峰、圣水湖3 张国 

家级名片，在堵河源一武陵峡—— 九女峰一圣水湖一女娲 

天池一女蜗山一线的山场地块、裸露山体，打造景点，兴林 

植绿，发展具有竹山特色的“游山玩水”旅游产业。山场 

主要抓管理，通过封山育林，杜绝滥砍乱伐，实现护树保 

绿 ，耕地主要通过产业建设、退耕还林等措施，实现退耕还 

绿。重点环节，即林木病虫害防治,要克服一栽了之的旧 

习惯，把林地当粮种，把树木当猪养，要将林特病虫害防治 

工作拿在手上，放在心上，落实具体的工作细节之中，切实 

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4 .  创新机制。要始终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发展与 

保护同行的理念，既不能以保护为名阻碍发展，也不能借 

口发展忽视保护，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围绕 

这一理念，建立健全林特产业考核考评、政策投人两大机 

制。考核考评上，主要侧重在森林资源保护（所在行政区 

域内是否有重大违法毁坏林地、林木行为，有无重大森林 

火灾发生）和产业建设（新建、改造的任务完成及苗木的 

成活率)两个方面，各 拿 10分列人年度乡镇经济综合目标 

考核。政策投人上，本着用足用活林业政策、整合捆绑其 

他政策的思路，按照渠道不变、用途不乱、集中投放、各记 

其功的原则，捆笼资金，加大林业产业建设的投人，主要用 

于:林特产业的种苗基础投人每年安排40 0万元;旅游景

点打造每年安排200万元;林特技术培训、专业合作社扶 

持 100万元。

5 .招商引资。要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林业发展的第 

一要务，紧紧依托全县林业资源，不断创新招商理念，积极 

开拓招商渠道，优化林业投资环境，努力实现大招商、招大 

商、真招商、招真商。抓住省林科院在我县实施肚倍科研 

合作的机遇，充分利用省林科院、中国林科院云南林化所 

专家学者的人脉资源，着力推介竹山肚倍品牌，引进实力 

雄厚的企业，深度开发单宁酸、没食子酸等下游产品，延长 

产业链条，力争使肚倍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1 0亿元。通过 

亲商、扶商、留商的措施，每年拿出2 0万元支持宜昌东灵 

公司和十堰溢香茶业公司，做大做强麻家渡涧沟梁及溢水 

燕子山核桃基地，促成他们与强生园公司合作进行核桃深 

加工，力争使核桃产业综合产值达到5 亿元。精心包装竹 

子加工项目，引进企业开发竹炭、竹纤维、竹黄酮、竹茶等 

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充分利用独特的地区区位、奇特的山 

水地貌及丰富的森林资源，做大做强生态旅游产业。把林 

海茫茫、浓荫蔽日的堵河源，山奇水秀、风景画廊的武陵 

峡，天然氧吧、人间仙境的九女峰，风光旖旎、波光粼粼的 

圣水湖，还有文化底蕴深厚的女娲山串联起来，与武当 

山一神龙架一大九湖生态旅游圈对接，与西安一九寨沟一 

三峡生态旅游圈对接。

六、抢抓秋冬农业开发时机，实现林业产 

並建设新突破

1 .  目标任务

2013年秋冬林业开发总体目标:完成产业基地建设 

1. 5 万亩，其中:肚倍5000亩，文峰、深河、得胜、大庙、竹坪 

这 5 个乡镇各 1000亩;竹子2000亩，双台、城关各500亩 ， 

楼 台 1000亩 ;核桃5000亩，溢水、麻家渡、秦古、双台、楼 

台这 5 个乡镇个 1000亩。完成麻家渡谭家河和溢水燕子 

山两个片区宜林荒山绿化140亩 ，公路绿化 17. 1KM,河道 

绿化5KM，石岸边绿化33KM。

2 .  开发重点

重点在溢水燕子山和麻家渡谭家河两个片区。按照 

“一片一品”的要求布置特色产业，燕子山片区共涉及燕 

子山、五房沟2 个村,新建核桃基地34 7亩，补植核桃200 

亩;宜林荒山绿化栽植侧柏 120亩,公路绿化栽植高杆黄 

杨、香樟 7. 4KM，梯地坪岸边绿化栽植金银花33KM,库塘 

周围和移民点绿化栽植石楠等3. 1KM,社区广场、基地路 

口和库塘外坡绿化5. 6 亩;谭家河片区共涉及柿树坪、双 

堰、总兵安、墩梓、黑虎“一河两岗五村”，新建核桃基地 

1307亩，宜林荒山绿化栽植侧柏2 0亩，公路绿化栽植香樟 

和栾树 9. 1KM，河道绿化栽植金丝垂柳4. 6KM，河道沙坪 

绿化栽植大叶黄杨球和红叶石楠小苗4 亩。

3 .  重点工作

林业周期长、见效慢，林特产业必须超前谋划、跨年安 

排，因此要坚持两手抓、两不误，提前为明年的工作打基 

础、谋长远 。 一 是要加大林业项目包装争取力度，加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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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厅及国家局的沟通联系，积极争取圣水湖湿地公园生态 

补偿资金，力争到位资金2000万元;二是迅速组织申报大 

北川及白玉垭2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力争早日获批;三是 

加强服务、指导和扶持十堰晓春花木盆景公司，搞好秋冬 

季苗木生产，扩大规模，提升档次，做大做强宝丰韩溪河精

品绿化苗圃；四是积极配合省林科院搞好东川人工繁育倍 

蚜虫的管理，新建5 0亩肚倍试验林,力争将东川苗圃打造 

成为全省倍蚜虫繁育中心;五是全面实施高速路、库区、园 

区裸露山体生态修复,力争龙背湾电站库区 9 月完成，10 

月见绿，明年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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