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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盘的“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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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沐川县成功创建为四川省竹产业高质量发

展县，成为全省 8 个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县之一。此前的

2020年，该县成功创建为全省首批省级现代竹产业园区。

何谓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给出了

一组关键词：生产要素集聚，生产方式绿色，三产深度融合。

77.34%的森林覆盖率，铺就全域绿色基底。漫山遍野

的竹林，不仅是美丽乡村的饱满风景线，更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沐川的底色和底气所在。锚定“绿色发展、追赶

跨越”总体取向，奋力起跳四川省竹产业发展强县，沐川竹

产业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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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天然氧吧绿皮书》
日前发布，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综合评估的中国天然氧
吧效益指数排行榜中，沐川县在全
国249个中国天然氧吧地区中位
列第2，实属难得，可喜可贺。

山川形胜，竹影婆娑。刚刚
过去的 2022 年元旦，四川卫视
《花开天下·国韵新年演唱会》开
场秀定格生态沐川，选点沐川竹
海。沐川元素、沐川文化、沐川风
景新年首日抱团“出圈”，“沐川
竹”高颜值高内涵再度惊艳。

在更高远的维度，沐川竹产
业标定“竹兴、农富、生态美”发展
逻辑和目标蓝图，“三位一体”的
竹产业初具规模——

竹兴：拥有林竹161万亩，其
中竹林 81万亩、占比 50.3%，全
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7.34%；

农富：竹产业年综合产值近
50 亿元，带动竹农人均增收
4000元；

生态美：捧得“中国竹子之
乡”、四川首批“中国天然氧吧”、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等高含金量荣誉。

这样的基本盘来自持之以恒
的久久为功。竹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沐川实践，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提供了生动注解。

“高质量发展，即是贯彻新发
展理念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沐川
县委书记余斌表示，沐川竹产业
做大做强做优基本盘的“加减
法”，便是遵循这一逻辑。

解读这道“加减法”，关键词

指向优结构、提产能、增效益——
“加”高产林，“减”低产林。

坚持优胜劣汰，开展竹种更替和
抚育，大力发展绵竹、“硬头黄”等
高产原料竹，逐步对低产林进行
改造。全县完成低产林改造5万
亩，原竹亩产量增加到1.5吨；建
成龙溪河浆用竹林基地10万亩，
全县浆用竹林达50万亩，年产竹
材达60万吨，年产值3.3亿元。

“加”经济林，“减”低效林。
坚持效益优先，因地制宜发展苦
竹、方竹、甜竹等笋用林和笋材两
用林，减少低效林面积。建成五
指山笋用林、沐溪河笋材两用林、
龙溪河浆用竹材林3大基地，全县
发展笋用林、笋材两用林21万亩，
上笋率提高30%，笋用林亩均年
收益2000元，比用材林亩均增收
150%，年新增产值1.2亿元。

“加”立体林，“减”单一林。
坚持立体开发，创新竹林与树林、
散生竹与丛生竹混交造林模式，
利用林下空间发展林茶、林禽、林
药、林菌、林芋等特色种养业，全
县林下养鸡、林边养兔年出栏
500万只，林下种植中药材、魔芋
等1.5万亩，制菌种20万瓶，年净
增林下经济收入超过3亿元。

“加”绿色生态，“减”低端落
后。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有机产
业，真正把沐川这座“绿色银行”
变为群众的金山银山。与此相
应，全县关停小煤窑19座，淘汰
落后产能 138 万吨；拆除网箱
6300 余口，关闭手工造纸作坊
1247家。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沐川竹产业强
科技支撑、育承载主体、延产业链条，产业化之路走深走
实。

“基于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竹产业是增强沐川经济
韧性、筑牢长期向好基本面的重要支撑。”沐川县委副书
记、县长赵星认为，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沐川竹产业
在探索中发展壮大，为起跳更高层级奠定了良好基础。

“立”科技、“破”粗放，提升竹产业“含金量”。与四川
农大、省市林科院等合作，成功研发方竹丰产栽培等技
术，培育“沐川苦竹1号”等省级良种3个，获省级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依托永丰纸业，建成全省唯
一竹材林浆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取得国家发明专利5
项、实用新型专利75项，“竹材制浆深度脱木素蒸煮和清
洁漂白技术”列入国家发改委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永
丰浆纸公司获得第二届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优秀技术
创新成果二等奖。

“立”集约、“破”松散，集中集约循环发展。建园区载
体、育产业龙头，建成占地1500亩省级现代竹产业园区，
培育竹产品深加工企业5个。永丰纸业成长为国家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永丰簿”产
品成为中国驰名商标，“沐川造”文化用纸占中国西南市
场份额40%，竹浆生活用纸顺利进军欧洲市场。新上禾
丰纸业年产10万吨生活用纸等4大技改项目，投产后制
浆造纸产能将提升至90万吨、产值增加至50亿元。搞加
工延伸产业链条，重点发展竹食品、竹沥水、竹酒、竹茶、
竹医药、竹纤维、竹工艺等上下游精深加工业，竹产品就
地加工转化率达70%以上，计划投资5000万元建设年产
1000吨鲜竹细胞竹核液配制酒和年产500吨竹绒袋泡茶
项目，力争投资2亿元的竹纤维口罩项目早日落地。

“立”融合、“破”分割，打造竹林“第六产业”。培育生
态旅游，推进沐川竹海、五马坪等4个核心景区和五指山
笋用林、龙溪河浆用竹林等4个现代产业带，以及现代竹
产业园、城市湿地竹林园建设，投入近3亿元完成56公里
竹林风景道建设，成功创建省级竹林风景名镇1个、翠竹
长廊3条、竹林人家6户。以沐川竹海景区纳入全省“大
竹海”文旅发展联盟为契机，加快沐川竹海4A级景区创
建，积极融入“大竹海”“大峨眉”旅游环线，2020年全县接
待游客217.9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07亿元。孵
化竹林康养，创新“竹林康养+旅养+医养+食养”综合发
展模式，打造沐川竹海、林家岩山地公园等竹林康养基
地，培育竹海吸氧洗肺、竹林太极瑜伽、富硒食品养生等
康养新业态，建成“三品一标”基地43.6万亩，成功认证

“三品一标”农产品45个，投资8920万元建成养老中心与
浙川新凡养护院2个现代化医养结合机构、新增康养床位
616张，全县竹林康养旅游从业1.8万人。发展特色研学，
围绕竹文化普及、野生动物科普、自然风光和竹旅研学，
建设占地40余亩、拥有80余种竹类的以竹生态、竹文化
为主题的竹博园，推出“游竹海—品竹茶—住竹屋—观朱
鹮—看《乌蒙沐歌》”精品竹旅研学线路，全县竹旅研学线
路年游客近5万人次。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沐川竹产业锚定“百亿”规模，“林业强县”未来可期。

“十三五”末竹产业年综合产值近50亿元，“十四五”力争
林业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化合反应”？
沐川县绘出绿水青山、产业倍增新图景——

做大基本盘，培育现代林竹产业基地。“十四五”期，以四
川省竹产业发展强县建设为核心，兼顾木质林提升发展和特
色景观林培育，实现竹基地提质增效，培育提升木质林基地、
建设珍贵树木林、配套林区道路建设，为二、三产业提供可持
续时空保障。

建强产业链，打造绿色循环生态工业。依托丰富林竹资源
和林竹加工业基础，重点推动林竹资源加工精细化、循环化升
级发展，延伸林竹加工产业链条，巩固提升“竹浆纸一体化基
地”，打造全国竹原纤维之乡和全市竹木板材家具中心，打造
全省竹食品加工中心、培育3个万吨级食用笋加工企业。

进军服务业，建设四川森林康养新兴地。充分利用优越的
森林环境，着力提升森林质量，推动森林康养项目，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西南森林康养基地示范县，打造五
指山—沐川竹海—了情岩环线生活度假基地、五马坪—舟坝
库区环线接触体验基地、林坝子—涧溪沟—茨岩河—龙门漂
流运动探险基地、野生动物观赏和科普基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产业化的“立与破”

打造竹林“第六产业”

未来图景的“化合反应”

产业倍增建林业百亿强县

本版图片由沐川县委宣传部、沐川县林业局提供

竹博物馆

龙门漂流，森林康养。

占地40余亩、拥有80余种竹类的竹博园

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永丰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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