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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林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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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县是临沧市首个脱贫摘帽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离不开产业兴旺。按照云县地质地貌的特点，

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着力走出一条具有云县特色的城乡融合

发展之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道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从云县已累计建

成“七大”高原特色农业为主的高效林业产业化 230 多万亩基地分别叙述，分析发展优势和潜力并提出一

些发展方向，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统一规划、一体推进，实现云县林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云

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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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 county is the first county in Lincang city which have get rid of poverty.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industrial prosperi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y and landforms in Yun county, adh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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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valuable assets"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e strive to develop a roa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Yun county. This would enable us create a county with "ecological 
beauty,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common people." The green development path of “richness” will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of 
Yun county from the high-efficiency forestry industrialization base with more than 2.3 million mu. Meanwhile, som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among which "landscape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es" are unified in 
planning and integrated. These measures will provide strong industri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forest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Yun county.
Keyword: Fores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model; rural revitalization; Yun county

1 云县林产业发展优势

1.1 云县基本情况

云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临沧市东北部，处于

两洋的分水岭，是澜沧江文明的灯塔。云县地处滇

西横断山系纵谷区南部，属深度切割中山宽谷、峡

谷区，是第四纪更新世初期喜马拉雅运动大面积强

烈的差别抬升所形成。山脉大多为西北一东南走向，

地势东西高，中部稍低，相对高差 2350 米。最高

点为云县与临沧县交界的大雪山，海拔 3429 米；

最低点为幸福乡邦洪村公所驻地的南汀河边，海拔

748 米。由于长期的侵蚀和风化作用，形成峡谷纵横，

地形破碎的地貌。云县的气候主要受印度洋暖湿气

流和西南季风影响，属于低纬高原亚热带季风气候

和暖温带季风气候。全县国土面积 3760 平方公里，

居住着以彝族为主的 22 种少数民族，辖 7 镇 5 乡、

194 个行政村 ( 社区 )，总人口 46.3 万人。云县是云

南省重要的烟、酒、糖、茶基地县及绿色农产品基

地县，全国常规产粮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

国茶叶产业百强县，是云南省首批命名的“云药之

乡”，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二批国家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中药材），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科

普示范县，滇西片区重要的工业重镇、交通枢纽、

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经济中心。2018 年 9 月，经

国家专项评估检查，云县成为云南省首批、临沧市

首个脱贫摘帽县。2020 年，云县与全国一道迈入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农村发展、产

业先行”，而林产业对云县脱贫攻坚的产业脱贫贡

献巨大，林产业将有力助推乡村振兴发展。［1］

1.2 云县乡村振兴、林产业发展优势

云县全面梳理乡村有形资源，从山水形态、自

然景观、田园风光、村庄风貌、发展基础等林业方

面着眼，准确把握林业特色、优势和劣势，依据现

行政策明确资源开发利用方向，实现林业资源开发

效益最大化。云县全面建设林业生态体系，全面实

施乡村生态宜居。坚持以“森林云县”、“森林乡

村”、“森林村庄”等建设为载体，把绿化做成产业，

把产业做成绿景，打造“村在林中、房在树中、人

在绿中”生态和谐的绿色家园。通过实施新一轮退

耕还林、陡坡地生态治理、生态公益林保护、天然

林停伐保护等工程，大力推进植树造林、生态修复、

森林资源保护，加大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

打击力度，云县林业逐步恢复再现乡村过去原生态

的自然风貌。

2 云县林产业发展在实施乡村振兴中的地
位和作用

2.1 经济效益凸显

云县林业产业发展迅速，预计 2022 年末可实

现林业产值 58 亿元。林业是云县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产业，更是云县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乡村振

兴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每一项都与林业发展息

息相关。林业除直接提供木材、薪材、水果、干果、

工业原料林外，还提供森林药材、蔬菜、花卉等丰

富的林产品。林业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人民

增收、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社会文明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1］。

林产业拓宽农户致富渠道，助力农民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林业是农户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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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依托之一。

按照全省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战

略部署，云县以传统支柱产业提质增效为重点，突

出高原特色林业产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延长产业链

条，增加林产业的附加值，做实产业振兴文章。

2020 年底，全县核桃种植面积 153.2992 万亩，产

值 53000 万元，是目前云县最大的产业；澳洲坚果

种植面积 31.39 万亩，产值 2520 万元；木瓜种植面

积 12.07 万亩，产值 1000 万元；紫胶种植面积 5 万亩，

产值 800 多万元；巨尾桉种植面积 10 万亩，产值

3000 万元；直杆桉种植面积 5 万亩，产值 1000 万元；

茶园 25.27 万亩，茶叶总产量达 2.53 万吨，农业产

值 75000 万元；云县林下栽培种植的中药材有 41 种，

面积稳定在 23 万亩左右。其中，滇龙胆草种植规

模达 18 万亩，种植面积在 1000 ～ 6000 亩的中药

材有 8 个品种，农业产值 23000 万元。2020 年实现

云县林业总产值 22157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288

元，在农民收入中林业收入占 25.8%。林业成为辐

射面较广、带动作用较强的支柱产业。［4］

2.2 生态效益优势明显

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十四五”林业长远规划 :

立足于云县丰富的森林资源、优越的环境条件和良

好的林业产业基础，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云

南省建设“绿色经济强省”和生物资源开发创新的

重大机遇，紧紧围绕“林业两大体系”建设和充分

发挥林业产业效益这个根本，坚持“生态与环境建

设优先，产业发展以资源培育优先”战略，做好“造

林、护林、用林”三篇文章，力争将林产业建成为

辐射面较广、带动作用较强的支柱产业［2］。

森林资源的生态属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

理规划开发，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草、林下养殖、

林下蔬菜等林下产业，切实把退耕还林工程、低效

林生态修复等林业项目与生态产业结合起来，实现

添绿增金、复绿增金、守绿增金。

云县林产业与乡村振兴建设按照统筹规划、生

态文明、绿色低碳的原则，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

入项目建设，本着“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的原则进行规划、实施。增强群众环保意识，让“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让低

碳环保的绿色生活方式成风化俗，营造了崇尚生态

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3］。

2.3 增强社会效益

（1）有利于促进云县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城

乡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联系，吸引城市资金、人才等

生产要素进入农村，改变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

动的格局，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优化城乡产业布局

改善城乡发展条件，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均等

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2）有利于维护云县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云县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50%，少

数民族千人以上的民族有彝、白、傣、拉祜、布朗、

回、傈僳和苗等 8 个。由于贫困问题和生活习俗的

不同，社会稳定风险较大。农户收入增加，带动当

地农产品流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增加收入来源，

提高生产、生活基本条件，改善当地居民生活品质，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维护社

会的和谐稳定。

（3）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向乡村延伸，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农

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3］

3 云县主要林产业调查分析

3.1 云县核桃发展现状和目标

云县 12 乡镇都种植核桃。全县核桃种植面积

达 153.3 万亩，产值 53000 万元，是目前云县最大

的林产业。随着近年开展的核桃提质增效，云县核

桃投产挂果面积 132.53 万亩，产量 5.76 万吨，正

打造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

发展核桃产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围绕

“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思路，云

县将举全县之力种好这棵“小康树”、“致富树”，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多方位探索核桃深加工技术，

研制开发多种核桃食品、核桃化妆品，把核桃下脚

料如核桃青皮、核桃壳、核桃叶也进行加工，对核

桃进行全价开发，把核桃全部变成宝，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使核桃产业化的发展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

轨道。

3.2 云县澳洲坚果发展现状和目标

临沧市是全世界澳洲坚果之乡，目前已达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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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种植规模、面积世界最大。2018 年第八届

国际澳洲坚果大会在临沧召开，为做好做强澳洲坚

果产业，同年，临沧市成立了“临沧坚果协会”，

专门负责澳洲坚果产业发展，并制定了临沧澳洲坚

果十部标准（DB5309 临沧市 地方标准 DB5309/T 

10.1——DB5309/T 10.10），于 2018 年 10 月 14 日

由临沧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云县 11 个乡镇均种植澳洲坚果，且 81.82% 的

乡镇（幸福、爱华、晓街、后箐、茂兰、栗树、忙

怀、大朝山西和漫湾）发展稳定，18.18% 的乡镇（涌

宝和茶房）因气候条件限制，不适合发展澳洲坚果。

2020 年底统计，云县澳洲坚果种植面积 31.39 万亩，

澳洲坚果 + 咖啡面积 5.8 万亩，澳洲坚果挂果面积 9.3

万亩，产量干果 860 吨，产值 3440 万元。［2］   

云县抓住全市大干澳洲坚果产业的热潮，按

照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要求，实施产业补链延

链强链计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到

“十四五”末，全县澳洲坚果基地面积达到 50 万亩，

把澳洲坚果打造成云县产业发展的新名片和群众增

收新的增长点。

3.3 云县木瓜现状和目标

云县 2003 年以来至今已种植木瓜 12.07 万亩，

产值 1000 万元。云县是云南省最大的白花木瓜基地，

云县白花木瓜获国家地理证明商标。［2］

云县木瓜产业发展的机遇和优势，依托茅粮集

团开发的“茅粮·司岗里”原生木瓜干纯酒获取“云

南名牌”称号和云县白花木瓜获国家地理证明商标，

全面研发木瓜新产品，同时解决大批城乡富余劳动

力就业，增加云县财政收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

3.4 云县紫胶现状和目标

云县紫胶种植基地 5 万亩，紫胶生产加工企业

2 家，产值 800 万元，主要分布在茂兰、漫湾、忙怀、

晓街、爱华五个乡镇。下一步计划加强现有紫胶基

地的改造管护，依托紫胶产品的无毒环保特性全面

开发紫胶新产品。［2］

3.5 云县桉树现状和目标

云县已建成 10 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巨尾桉 10

万亩，直杆桉种植面积 5 万亩。现云县有 8 家木材

生产加工企业，产值 4000 多万元。桉树发展建议，

加强监管和控制规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桉树的

深加工技术，让更多有实力企业落地云县，实现企

业和林农双丰收。［2］

3.6 云县茶叶现状和目标

云县是全国茶业百强县。全县现有茶园面积

25.27 万亩，茶叶总产量达 2.53 万吨，农业产值 7.5

亿元。云县茶叶品质优、风味佳，深受市场的欢迎。

云县茶产品使用茶叶注册商标 30 多个。其中，“龙

润”“澜沧江”获全国著名商标，“澜沧江”获中

国著名品牌和云南名牌农产品，“龙润”“澜沧江”“刘

家坡”“国汉”“惠民”获云南省著名商标，共有

4 户茶企的产品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3 户茶企

的产品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4 户茶企的产

品获得出口食品生产卫生注册登记证。立足云县丰

富的茶叶资源条件，云县将按照云南省委打造“世

界一流茶产业”的安排部署，以“全域绿色”“一

半有机”为目标，以茶园标准化管理及茶叶初制规

范达标创建为重点，切实加强质量管理，强化品牌

打造和龙头培育，保护和开发利用好古茶树资源丰

富的独特优势，走茶旅融合发展道路，实现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全面提升茶叶产业，助推乡村全面

振兴。

3.7 云县林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目标

2009 年，云县被云南省科技厅认定为首批“云

药之乡”，并通过 2012 年、2015 年、2018 年连评

认定。“十三五”以来，云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稳步

推进，基地面积相对稳定，成为县域八大高原特色

农业产业之一。2020 年，全县以滇龙胆草为主的道

地药材、食药两用药材和新资源食品等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到 23.44 万亩，产量 1.09 万吨，实现农业产

值 3.5 亿元，面积、产量位列全省第一。中药材产

业已初步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增长极和打造“一

县一业”示范县的新起点。立足云县中药材产业规

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市场主体量小质

弱的实际，云县将在良种繁育和标准化基地建设上

狠下工夫，充分发挥云县“滇龙胆”的品牌优势，

加大招商引资和龙头企业培育力度，延长产业链，

做强主导品牌，把以滇龙胆为主的中药材产业培育

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

林下经济山地黑肉鸡养殖 1 万亩，“核桃 + 黑

肉鸡”、“澳洲坚果 + 黑肉鸡”养殖模式得到全县

推广。“一县一品”山地黑肉鸡品牌打造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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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出栏 420 万羽、继续深入推进“云县手撕鸡”

地方特色品牌服务，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

融合，从而达到林下经济发展的标杆。

4 林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探究

目前，云县林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以户为单位，

各自为战，集约化、专业化低、规模小。虽然云县

成立了 19 个林业专业合作社，但是真正运营只有 1

家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单一、规模较小，发

挥不了林业产业化优势作用。建议加大专业合作社

的扶持力度，让广大林农参与进来，全策全力充分

发挥专业合作社的优势，可以从以下三个模式来发

展云县林产业。

一是瞄准大学生游、亲子游、家庭游等短途休

闲娱乐市场的森林休闲旅游和乡村旅游，建设田园

科普素质拓展、写生基地、露营基地或民宿餐饮等，

走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4］。

二是升级建设经济林特色果园和搭配网络销售

等林产业类型。将林地赋予升级的使命全面建设改

造，积极推广林下经济成功模式，积极带动林产业

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加快现代化林业建设力度。走质量兴农之路；

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

三是走“林草畜”综合发展 , 继续加大“核桃

+ 黑肉鸡”、“澳洲坚果 + 黑肉鸡”等养殖模式及

其林下中药材的种植成功经验的推广，秉持科技兴

林发展理念。其次千方百计留住人才和加大乡村林

业人才培训，让每一户有一个科技明白人。加快林

权制度改革，放活林权，让更多的投资者助力林产

业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 走共同富裕之路。

5 结语

综上所述，云县林产业与乡村振兴带动农业产

业链发展，实现云县城乡互为市场，互为资源，城

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增强云

县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区域综合发展能力。同时林

产业建设有利于带动云县相关产业发展，拉动经济

增长，促进云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林产业乡村振兴能够切实的为云县贫困人口提供工

作岗位，增加收入来源，做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防止预防脱贫后返

贫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达

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道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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