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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土质气候 兴于品种科技 成于“接二连三”

黔江人闯出一条破茧成蝶的振兴路

黔江是我市打造的全国扶贫经验

交流示范基地之一，其扶贫经验最值得

总结的就是大力发展扶贫产业。黔江

扶贫产业中，蚕桑最为典型。该产业参

与面广、产业链全、致富力强，形成了独

特的黔江“丝绸之路”。黔江人在“丝绸

之路”上“织茧致富”，缘于土质与气候，

兴于品种与科技，成于“接二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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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在重庆市黔江区工业园区花神丝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并丝

蚕房与方格簇

金溪农场库房在发货

动力源 “接二连三”

3月31日，春风和煦。黔江区石家
镇渗坝村脱贫巩固户邓品高在自家20
亩蚕桑地里忙得不亦乐乎。累了，坐在
桑地边的一块石头上，看着那些桑枝上
绽放的小绿叶儿，老邓心里美滋滋地盘
算着：今年蚕茧又来个大丰收。

去年，老邓被黔江区委、区政府表彰
为“最美脱贫户”，奖牌就挂在玻璃窗上，
站在阶沿就能看到。

忙碌的还有整个黔江正阳工业园
区，复工复产的脚步，已经遍及所有企
业。

双河丝绸厂内，一担担雪白的蚕茧
经过选茧、煮茧、缫丝、复摇、整理等工序
后，被制成色泽明亮的白厂丝。

双河丝绸是2006年黔江区从浙江
桐乡市招商引进的民营企业，是一家集
缫丝生产、生丝丝织品、绸缎丝绵服装及
货物进出口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它的发展史，正是黔江区茧丝绸深
加工产业的成长史，也见证着黔江走过
的“丝绸之路”。

筑巢引得凤凰来。浙江桐乡丝绸
园、山东日照海通茧丝绸全产业链项目
相继落户黔江，覆盖了全产业链，4.8万
人栽桑养蚕，800余人在丝绸企业就近
务工，也带动服务业发展，成为辐射带动
武陵山区蚕桑产业大链条的结点。

“不敢想象。”“有规模、有品质、有品
牌。”“黔江蚕桑产业经历了‘三栽两砍’
的徘徊过程。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
龙头企业的带动。现在路子对了，山地
特色农业蚕桑大有可为。”不久前，黔江
退休老干部张荣途在参观黔江农业产业
发展途中谈及黔江蚕桑产业发展不吝溢
美之词。

目前，园区丝绸企业生产的丝织品、
绸缎、服装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印度等
地。

有了龙头企业，产品不愁销路，蚕农
风险大大降低，养蚕积极性顺势高涨。
这是黔江“丝绸之路”上不竭的动力源。

这还不是终点。黔江初步形成了
茧、丝、绸全产业链，将加快打造在全国
具有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优质桑蚕茧、
高品位生丝生产出口基地。

原动力 “织茧致富”

农业产业，贵在培育，重在因地制宜。
栽桑，可绿化荒山；养蚕，又富民增

收。
金溪镇是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主要

发展以蚕桑为主的脱贫产业。长春村村
民滕树文、陈正文、滕树长3位60岁以
上的老人，演绎了“三个老汉一场
戏”——建起蚕桑股份合作社，发动村民
以土地入股，种植蚕桑260亩，参社农户
户均增收2000元。

跟邓品高一样，3位老汉也被黔江
区委、区政府表彰为“最美脱贫户”。

“栽桑养蚕无需下重体力，我就是因
为腰部摔伤而致贫的。党委、政府和帮
扶干部考虑到这点，才动员我发展蚕桑
产业。”邓品高说，他家承包地大多栽上
了桑苗，还租用了部分乡亲的桑地。

“事实上，黔江非常适合发展蚕桑产
业，仿佛是为那些缺乏劳动力的家庭订制
的产业一样。”发展蚕桑产业的主管部门
——黔江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说，尝到了

“甜头”，黔江区委、区政府持续抓起来，一
年一年干下去，蚕桑产业已然成为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拳头产业。
“发展蚕桑，真能发家致富。”同样入

选“最美脱贫户”的阿蓬江镇青杠村1组
建档贫困户谢代祥说，去年养蚕86张，
产茧60.2担，收入10万元。

蚕桑产业成为部分贫困户脱贫增收
的主要经济项目，全区21个乡镇、90个
村、224个组、475户贫困户养蚕情况为
养蚕 6784 张、产茧 4865.57 担，产值
872.968万元，户平收入达到1.84万元。

助动力 “技拨千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让黔江“丝绸之
路”越走越宽。完善的科技平台，哺育蚕
桑产业茁壮成长。

黔江广大蚕业科技工作者不断探
索，创新形成了桑蚕品种优良化、桑园管
理标准化、小蚕共育专业化、大蚕大棚饲
养简易化、方格簇结茧自动化、消毒防病
统一化，农户3亩桑园配套1个室外养
蚕大棚、1个贮桑室、1个消毒池、1个贮
沙坑（或沼气池）、培养1个养蚕明白人
的“六化五配套”技术体系。

与此同时，全区90多名蚕桑技术员

常年扎根基层，手把手教蚕农技术，心贴
心解蚕农困难。

于是，一大支柱产业在黔江蚕农的
眼里变成省钱、省力、省智的“傻瓜技术、
耍耍产业”，并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
全区标准桑园面积达到10万亩，蚕茧产
量连续9年居全市第一，成为全国首批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区。

2019年，全区年产茧10担以上的
农户 3384 户，50担以上的有 261 户，
100担以上的有40户。全年养蚕收入5
万-10 万元的户有 1245 户、收入 10
万－20万元的有286户、20万－30万
元的有89户，超过30万元的有8户。

黎水镇长坪村1组文卯林现有桑园
面积100亩，小蚕共育室2个，去年共育
小蚕7批共计610张，饲养大蚕155张，
产茧168担，单产44.2公斤，全年收入
35万元……

“政府在蚕房、设施上的扶持和良
种、技术上的保障‘四两拨千斤’。”全区
养蚕状元户、新华乡大田村1组王军十
分感激，他家去年产茧200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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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溪镇长春村立体农业金溪镇长春村立体农业

穷山坳里飞出“三金”品牌

近年来，黔江以市级贫困乡镇金溪镇为依
托，打造出“金溪被服”“金溪护工”“金溪农场”

“三金”品牌。
而今，“金溪被服”长期保持50-60人上岗就

业，并始终维持35%以上贫困户比例，去年实现
产值400余万元，员工人均月薪2500元以上；每
年将总产值的1.5%支持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

“金溪护工”开展护工培训6期292人，就业
256人，稳定就业136人，先后为67名贫困户提
供就业岗位，目前在岗的贫困户有35人，月薪
4000元以上。每年拿出收入的15%无偿支持6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

“金溪农场”充分发挥市卫健委扶贫集团46
个成员单位、3.6万人的强大消费优势，积极构建
龙头企业搭桥平台、帮扶单位信息平台、公众网
络推销平台，畅通“山货出山”渠道。目前，市卫
健委扶贫集团已消费金溪镇在内的黔江农产品
550万元。

武陵深山菌王走进千家万户

羊肚菌被誉为“武陵深山的菌王、土家族的
冬虫夏草”。黔江把羊肚菌纳入到脱贫产业、特
色效益农业，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
展思路推动产业发展。

2019年，全区共有41家业主种植羊肚菌，种
植面积2800亩，其中新建钢架大棚589.5亩，新
建过渡性棚、简易棚65亩。带动农户1493户，其
中贫困户217户，贫困户通过流转土地和就近务
工，实现增加收入48.3 万元，贫困户户均增收
2226元。基地最大种植面积1045亩、最小种植
面积0.2亩，种植面积10亩以上的有21家业主。

全区羊肚菌种植基地覆盖21个街道、镇乡，
基地海拔高度分布在420-1200米，海拔800米
以上有678亩，海拔600-800米有1712亩，海拔
600米以下410亩。

2019年全区羊肚菌种植面积2800亩，平均
单产75公斤，总产量210吨，产值3360万元；单
产最高的达到130公斤，亩产值达2万元。

十万群众吃上生态旅游饭

黔江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生态资源丰富，荣
膺“绿色中国·杰出生态绿色城市”“中国森林氧
吧”等生态品牌。近年来，黔江积极探索生态旅
游扶贫新路，带动全区10万余名群众吃上“旅游
饭”。

黔江将乡村振兴、旅游和扶贫相结合，重点
打造生态旅游景点，全区4A级景区增至7个，大
力推进乡村旅游景区化发展，建成景点40个，开
发精品线路20余条，吸纳1.8万名贫困人口创业
就业。去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70万人次，实现
收入近5亿元。

同时，大力发展特色水果、食用菌、生态养
殖等生态特色产业，建成农业观光体验园 46
个，带动5000余名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在旅游扶贫机制带动下，全区贫困人口由
2014年的40641人减少到2756人，贫困发生率
由 8.1%降至 0.88%，脱贫攻坚群众认可度达
96.87%。

“最适生长区”育出致富果

黔江海拔高度多在500-1000米，相对高差
较大，环境优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丰富，
雨量充沛，季风明显，属典型的山地气候，历来是
猕猴桃的最适生长区，是全国猕猴桃标准化种植
示范区。

历经17年的发展，黔江的猕猴桃产业逐步
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
猕猴桃基地分布在金溪河流域和环武陵仙山周
边镇乡，已基本形成了“一圈一带”的产业格局，
所生产的猕猴桃果个大、色泽好、含糖量高，“黔
江猕猴桃”已被国内广大消费者认知与赞赏，于
去年获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目前，全区从事猕猴桃种植的果农近3000
人，带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500人。21个猕猴
桃生产重点镇乡现已形成较大产业规模，取得较
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挖掘山地优势培育“第一水果产业”

近年来，黔江顺应市场发展需求，深入挖掘山
地资源优势，强力推进脆红李产业发展，培育成为
全区农民增收的一大特色骨干产业和第一水果产
业。

2002年，黔江区林业局从四川省引进脆红
李3000株，在中塘乡中塘社区和兴泉村进行试
种。2019年，全区种植脆红李3.4万亩，年产量
5500吨，产值2750万元，主要分布在中塘、城
南、城西、黑溪、马喇、白石等乡镇街道，成为全
区第一水果产业和农民增收骨干产业。

目前，全区共有脆红李龙头企业11个，建
立脆红李专业合作社42个，建成20亩以上家
庭农场14个。7662户农户种植脆红李，建成
脆红李专业村11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壮
大，加快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预计至今年底，黔江将新种植脆红李 5万亩，
2022年底达15万亩。

依托好山好水发展特色养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黔江地处武陵
山区腹地，青山碧水，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全区
有宜渔水面93000余亩，水质清新无污染，具有
发展山地特色渔业的优越条件。

2019年以来，黔江以着力推广生态特色养
殖为重点，大力实施亩产万元立体农业，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全年水产品产
量2875吨，比上年增长20%；渔业产值7250万
元，增长21%；水产养殖面积11250亩（稻田养殖
面积8200亩），比上年9630亩增加17%；生产各
类鱼苗785万尾、鱼种296吨，投放鱼种540吨。

全区生态渔业取得了较快发展，泥鳅、大闸
蟹、小龙虾、南北美白对虾、澳洲龙虾、鲫鱼、黄颡
鱼等特色品种养殖增长迅速，水产养殖总面积达
到11250亩（新增池塘面积1620亩），稻渔（稻
鳅、稻鲫、稻鲤等）综合种养面积达8200余亩。

金溪镇望岭村村民在管护桑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