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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康定市、泸定县及部
分示范种植户作了经验交流，针对
全州羊肚菌产业发展及存在的问
题，来自省农业厅、省农科院、阿坝
州、凉山州的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国家食用菌产业体系专家、省
农科院土肥所所长甘炳成谈到，甘
孜州要创新投融资体系建设，加快
菌种繁育体系建设，完善技术服务
体系建设，构建加工物流体系建
设，打造品牌文化体系建设，把羊
肚菌打造成为高原藏区群众脱贫
增收的富民产业。

通过5年试验和推广，2016年全州
推广种植羊肚菌3400亩，已初具规

模。由于受今年初气候影响，预计亩产
鲜菇达350斤，按照目前市场每斤60元
计算，今年全州预计将实现产值7140
万左右，助农增收3000万元以上。

据了解，在“十三五”期间，我
州将引进龙头企业，规划发展羊
肚菌基地 3.5 万亩，打造大渡河流
域“菌王谷”。目前我州已引进四
川金康源农业公司及其合作伙伴
北京首农集团等龙头企业开发羊
肚菌产业，同时，四川省也将我州
羊肚菌作为农业产业科技创新
PPP 项 目 向 国 家 发 改 委 申 报 试
点，做大做强羊肚菌产业，带动群
众脱贫增收。

“院州”合作结硕果 规模种植增效益

我州打造大渡河流域“菌王谷”
需求旺盛
人工栽培市场前景可观

“快瞧！红彤彤的草莓旁长满刚冒出头
的羊肚菌，在采摘羊肚菌的同时又能品尝新
鲜的草莓，太惬意了！这种栽培模式很有创
意！”在康定大河沟羊肚菌试验示范基地，前
来参观的代表不约而同地说。

据州农科所副所长、研究员罗孝贵介
绍，该基地承担了羊肚菌人工栽培试验、示
范，近年来已成功探索出羊肚菌净作，羊肚
菌与草莓、水果、油菜套作，羊肚菌与香菇
轮作等栽培模式，从而提高土地、设施利用
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在泸定县田坝乡上松村雪山食用菌种
植基地，一个个黑色遮光网覆盖的大棚下，
朵朵羊肚菌如雨后春笋般涌满整个菇棚，
个个头上顶着细细的水珠，如带着露水的
黑珍珠散落一地。

“今年种了10亩，按目前长势，预计亩
产400斤鲜品没问题，加之今年鲜菇价格
稳定在60元左右，又将是一个丰收年！”基
地负责人李守城说，以前种玉米、蔬菜，每
亩地年收入不到2000元，现在除去所有成
本纯收入上万元。

由于经济效益高，村民种植羊肚菌的
热情很高，大家都相信羊肚菌会给他们带
来更好的经济收入。

“羊肚菌的产值是传统农作物的 10
倍以上！”州农科所所长、研究员杨开俊
介绍，我州大渡河沿岸区域气候土壤适
宜，是全国生态羊肚菌产业发展的优势
产区，产量高、品质好、产值高。随着人
们对羊肚菌需求的逐年增大，仅靠野生
资源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人工栽培市场
前景十分可观。

“院州”合作
带动大批群众增收致富

据笔者了解，近年来，通过四川省农
科院与我州“院州”合作机制，我州把羊
肚菌产业发展作为深化“院州”农业科技
合作重要项目，努力做大做强羊肚菌产
业，使其成为农牧民群众脱贫增收的富
民产业。

2015年3月21日，在省农业厅组织的
“甘孜州羊肚菌产业推进项目”测产验收
中，由康定市姑咱镇浸水村的“康定市怡
农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10
亩“川羊肚菌1号”新品种，测产结果鲜菌
亩产达508公斤，创造了全国羊肚菌单产
的新纪录。按照当时羊肚菌的市场价格
每公斤150元计算，其每亩产值7.62万元，

助农增收6.02万元。
“感谢省、州专家的技术指导，种植的

10 亩羊肚菌已采摘了两批，收鲜菇 8000
斤，目前地里还在出第三批，预计亩产鲜
菇在800斤以上，收入近50万左右。”研讨
会上，泸定县冷碛镇团结村示范户喻群介
绍高产经验。今年羊肚菌出菇期，受持续
低温影响，造成许多农户减产减收，“但由
于我们设施规范，技术、管理到位，有望成
为今年全州高产示范户。”

谈到科学种植、精细管理，杨开俊坦
言，通过近年来的试验推广，我州创造了
羊肚菌单产纪录，带动了一大批群众增收
致富，但同时也发现羊肚菌产业是“高技

术、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新兴产
业。在产业发展上，农民投资有限，政府
应加大扶持，提升农民抗自然灾害的能
力。2016 年初，康定遭遇十年不遇的雪
灾，受极端气候影响，加之技术、管理不到
位，部分种植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今年虽再遇低温气候，但总结去年
经验，通过规范大棚设施并人工增温，15
亩羊肚菌亩产300斤还是很有把握，现已
采摘了一批，收入10多万，全部采摘完将
收入近 30 万元，带动 12 户农户增收。”谈
到羊肚菌种植，康定日地村智鹏种植专合
社王延志深有感触地说，一定要规范设
施，科学种植，精细管理。

建言献策
做大做强羊肚菌产业

A

B

C

草长莺飞四月天，沐浴
在高原温暖的春光里，行
走在大渡河沿岸的田间地
头，一座座羊肚菌大棚很
是惹眼。

4月13日至14日，我州
举办羊肚菌产业发展技术研
讨会。会前，代表们现场参
观了康定市羊肚菌种植示范
园区、泸定县示范种植户和
海螺沟食用菌菌种基地。

■杨琦

本报讯（州委办）笔者从州委办获悉，为加快全州农业产
业化发展进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甘孜州近日印发了《甘
孜州脱贫奔康百公里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示范带建设方案》，提
出今年将打造3个脱贫奔康百公里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示范带。

我州根据州内东、南、北部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划分东、
南、北部3个产业发展示范带。东部在大渡河流域（康定、泸
定、丹巴、海螺沟）打造12000亩羊肚菌产业带，在泸定县打造
生态林果产业带，发展核桃、花椒标准化示范基地；北部在道
孚县打造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园，在炉霍县建设高原现代农业
示范园，在甘孜县建设高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在石渠县建
设集体牧场；南部在理塘县打造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试点建
设集体牧场，在雅江县建设日基生态食用菌产业园区，在巴塘
县建设2000亩核桃种植示范基地，在南部试点光伏提灌项目。

通知指出，在推进产业发展示范带建设中，全州要坚持
“县（市）主体，州级部门主责”原则，实行“一个州级领导主管、
一个县（市）委书记主抓，一个农口部门牵头主推、一个科技团
队技术指导”的整体联动机制，确保打造脱贫攻坚百公里产业
示范带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成片成带成规模建产业基地，助力脱贫奔康

我州打造3个百公里
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示范带

本报讯（何均华）日前，丹巴县从当地实际出发，积极引导农
民调整产业结构，巧念致富“三字经”，加快了农民增收致富步伐。

着力在“调”字上下功夫。压减冬麦、玉米等传统作物面积，
改种效益更好的油菜、紫皮土豆、大豆、水果玉米等作物，大力发
展天麻、羊肚菌、重楼等中药材种植，不断增加适销、高值有效供
给。今年计划建设成优质粮油、蔬菜、中药材等基地1万亩。

着力在“拓”字上下功夫。拓展“一带一业”“一村一品”产
业布局，大力推进农业综合示范园区建设，加快“美人谷”特色
商标注册和“三品一标”认证工作，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唱
响丹巴特色农业品牌。

着力在“联”字上下功夫。结合全域旅游，把种植业同观
光、休闲、旅游有机结合，大力推进农旅结合、种加一体、一二
三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子，丰富农业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不断
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助力脱贫奔康。

丹巴县

念好产业富民“三字经”

▶产业资讯

■胡光耀

去年以来，一些地方产业扶贫“跑偏”的报道不时见诸报
端：产业发展缺乏科学规划者有之，盲目跟风致产能过剩者有
之，单靠资源增收遭遇返贫者有之，如此等等。究其原因，根
子在于脱离了实际和市场需求，不精准、“瞎折腾”。

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关键是精准，重在找
准路子、因地制宜。地方政府在规划推动扶贫产业时，不可急
于出成绩，凭一腔热情行事，而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在精准
上下足功夫，把好脉、问好诊、开好“药方”，让贫困群众切实得
到实惠。对口帮扶单位、驻村干部等在开展扶贫工作时，也要
从实际出发，尊重市场规律与自然规律，找准“接地气”的扶贫
产业，因人因户因村施策，变“输血”为“造血”，引导贫困户参
与其中并真正从中受益。

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发展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最
担心最忌讳的就是“瞎折腾”。脱贫攻坚关键阶段，只有在精
准扶贫上下实功、出实招、见实效，让富民产业红火起来，让产
业发展效益真正落到贫困户身上。只有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才是产业扶贫的正道。

产业扶贫最忌“瞎折腾”

经济 随笔

本报讯（叶强平 文/图）4 月 14
日，理塘县、乡城县联手在理塘县德
巫乡开展藏香猪养殖培训。

去年下半年，理塘县德巫乡在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中，立足自身实际，成
立了藏香猪养殖基地。180多头藏香
猪在慢慢成长的同时却因猪群结构的
不合理，面临着养殖不平衡。联系该
乡的县级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经多

方联系，决定与乡城县联手开展培训。
4月14日，泸州市对口支援乡城

县、挂任县农牧局副局长华波带领
兽医技术人员，与理塘县农牧和科
技局兽医技术人员一道，来到德巫
乡藏香猪养殖基地，为村民开展了
藏香猪猪群结构优化与饲养管理技
术现场培训，阉割了 90 头藏香猪并
传授了相关技术。

理塘乡城

联手培训藏香猪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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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肚菌与草莓套作模式。

喜获丰收。

本报讯（局办）笔者近日从州财政局获悉，按照“直接变间
接、分散变集中、资金变基金”的原则，我州出台了《进一步转
变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方式的意见》，从五个方面积极推进财政
支持发展方式转变。

实行“六大战略”财政奖补。按照“脱贫攻坚、依法治州、
产业富民、交通先行、城乡提升、生态文明”六大战略总体部
署，采取财政贴息、一次性奖励、财力性补助等方式，每年拟筹
集资金1亿元用于奖补，将有限的财政奖补资金用在最关键的
环节、最急需的项目上，力争资金效益最大化。

积极筹备产业引导投资基金。州级财政出资2亿元，拟吸
引社会资本8亿元，组建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引导投资基金，
重点支持以旅游业为主的产业发展。

承接落实一系列财政金融互动政策。设立贫困地区返乡
创业贷款分险基金0.36亿元，已发放信贷资金0.1亿元；扶贫
小额信贷分险基金2.16亿元，已发放信贷资金2.23亿元，兑现
金融机构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0.24亿元。

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全州已有28个、总投资
35亿元的旅游、物流、地下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建设项目纳入财政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同时，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扩面增项。2016年全州纳入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82个，合同价1.41亿元，比2015年增长70%。

支持产业发展 真金白银投入
我州出台《进一步转变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方式的意见》

采访感言：通过省、州专家多年的试验探索，作
为潜力大、见效快的羊肚菌产业，在我州创造了全
国单产纪录，促进带动了群众增收；康定获得“中国
高原羊肚菌之乡”称号，同时，康定赶羊羊肚菌还获
得欧盟有机品牌认证。

但面对羊肚菌这一“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高
风险”的新兴产业，仅靠群众难以推动，产业难以发
展，当地政府部门还应加大扶持力度，以政府补贴、
信贷支持，纳入农业保险等方式提升种植户抵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依托“院州”合作科研团队作为技术
支撑，加大品种选育，探索出适合高原种植的高产栽
培技术；同时，引进大型龙头企业建立现代农业产业
化发展体系。通过整合，共同发力，从而将区域优势
变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助推全州脱贫攻坚。

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隆重召开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隆重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