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技术指导
助推传统林业提质转型

方山柿作为我市地方传统名果，

已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该品种具有

成熟期迟、皮薄如纸、汁多渣少、味甜

甘醇的特点，经济效益显著，是我市山

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林技推

广中心大力实施规模化发展计划，通

过“基地+农户”的方式，发展方山柿

的种植面积 11000 余亩，产量达 7000

余吨。2015 年，方山柿获评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是我市首个获得该殊荣

的农产品。

为了提升方山柿的品质，林技推

广中心多措并举，通过办培训班、发放

技术资料等形式对柿农进行培训。该

中心还与省林科院、浙江理工大学开

展科研合作，解决柿子成熟期集中问

题，增强鲜食方山柿的营养成分，也增

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大力拓展销售

渠道，主动对接市供销社，结合线上电

商和线下门店的模式，将本地柿子种

植大户送出去，将客商请进来；拉长产

业链，引导方山柿大户将方山柿按果

品等级进行划分销售，品相较差的果

用于加工柿子饼、柿子酒等。

去年，市政府主办的方山柿文化

旅游节与金华林业科技周相结合，对

方 山 柿 品 牌 推 广 有 较 大 的 促 进 作

用。经过栽培技术的标准化以及品

牌宣传，柿子价格逐年提升，由原先

的无人问津到现在卖到每公斤十多

元，精品果还论个卖，平均亩产值达

到 1.5 万元，真正实现“一亩山万元

钱”的目标。

在发展提升传统林产业的同时，

林技推广中心还积极引进特色精品

林果品种。在江南街道下告朱村朱

光烈的种植园里，记者看到，2017 年

刚引进的 40 亩日本甜柿苗木长势喜

人，预计明年就可以大量上市。日本

甜柿品质甜脆，耐贮耐运，目前市场

价为每公斤 30 元左右，效益不错。此

外，我市近几年还引种了红心猕猴

桃、香榧、蓝莓等特色林果品种，发展

林业特色水果采摘园，取得了不错的

经济效益。

开发闲置森林资源
充分发展林下经济

我市现有 90 多万亩的山林，森林

资源丰富，但大部分森林资源价值未

得到有效开发。

市林技推广中心在坚持生态优

先、积极保护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林下

经济，充分利用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在上级林技推广中

心的指导下，发展了杉木林、油茶林、

毛竹林下种植三叶青、黄精、铁皮石斛

的林-药模式；林下种植蔬菜的林-菜

模式；松林、杉木林下种植木耳、猴头

菇等的林-菌模式等等一批前景好、

经济效益高的林下经济项目。

早在2013年，市林技推广中心工

作人员与省林科院合作，在老油茶林

下套种中药三叶青。经过努力，现已

建成老油茶林套种三叶青基地 100

亩，毛竹林下套种三叶青、黄精300多

亩，杉木林下套种 200 多亩。在江南

街道勤丰村的山林里，毛竹林下套种

的三叶青今年可以收获了。据种植户

舒松鹤介绍，三叶青每亩产量平均可

达 25 公斤以上，按照当前市场收购价

每公斤600元，亩产值达到1.5万元以

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此外，像浙江菇尔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充分利用周边乡村的闲置森林

资源建立了灵芝、猴头菇、竹荪等食药

用菌的示范基地，并以“公司+研究

所+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林

农增收致富。

践行“两山理论”
发展森林康养旅游产业

森林康养是以优质的森林生态环

境、健康安全的森林食品、内涵浓郁的

生态文化等为主要资源和依托，利用

相应的养生休闲、康体服务以及医疗

产品，开展以修身养性、调节人体机能

为目的的森林游憩、休闲、独家、疗养、

保健、运动、养老等健康服务的新理

念。通过森林康养基地的建设最大化

的保护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切实地将

绿色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以实际行

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我市积极采取一系列措

施，扩大林业生态效益，围绕省委、省

政府提出的“美丽浙江”建设和金华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浙中生态廊道建

设”等战略部署，深入挖掘我市生态自

然资源和生态人文资源，倡导绿色生

活和生态文明，大力开展森林城市、森

林城镇、森林村庄、林业特色精品园、

生态文化基地、森林小镇、森林人家、

国家 3A 级景区等等森林系列的创

建。

2016 年初，我市成功创建省级森

林城市，并向更高目标国家级森林城

市冲刺。两年来，在全市上下的共同

努力下，创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西溪镇成功创建全国森林文化小

镇，前仓大陈村创建为全国生态文化

村，塘里村、茭杨村等 13 个创建省级

生态文化基地，园周村、大陈村创建为

浙江省森林人家，创建了 9 个国家 3A

级以上景区。

近几年，我市经过大力开展环境

整治，促进了森林生态产业的发展。

西溪镇发挥临近横店特点，凭借自然

生态优势，接轨横店，实现优势互补差

异化打造影视文化小镇，走出一条“生

态奠基、影视卡位、文化升级、旅游突

破”的成功之路。经过多年培育建设，

我市建成了一批以大陈乡村旅游景区

和南山木语森林康养基地为代表的休

闲康养基地，其中，南山木语森林康养

小镇入围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

设试点单位；大陈村先后获得全国生

态文化村、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浙江

省森林村庄、浙江省森林人家等称号，

经过 10 余年的建设发展，年旅游人次

达到 40 多万，形成以旅游民宿为支

撑，住宿餐饮、商务会议接待、特产展

销、民俗体验、休闲养生等多种业态于

一体的生态优先的森林人家。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2060万元，村集体收

入 80 余万元。这些森林休闲旅游基

地的建设吸引四面八方游客，将森林

的生态效益转化为一部分合理的经济

效益，造福百姓。

林技推广中心主任陈招才说：“积

极践行‘两山’理论，促进我市林业增

效、林农增收是林技推广部门的中心

工作。林技推广中心将积极响应上级

要求，落实行动，不断扩大现代林业产

业的规模、质量和效益，更好发挥林业

在农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重要作用，为我省实现‘两个高水平’

奋斗目标作出林业新的更大贡献。”

创建方山柿、拱瑞杨梅示范基地以及杉木林下套种三叶青、
黄精等中药材基地；新建香榧种植基地；建成南山木语森林小镇、
盘龙谷省级科普基地、虎踞峡风景区、大陈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历
山省级森林公园等森林康养基地⋯⋯

近年来，我市林业部门林技推广中心以“一亩山万元钱”为突
破口，实施了传统林业提质转型、发展林业种养新型模式和森林
康养基地建设三大行动，为林农增收、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
新路径。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推广“一亩山万元钱”十大创新模式
2 万多亩，实现总产值 2.3 亿元。7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
查规划设计院副处长过珍元来永实地指导时也充分肯定了我市
实施“一亩山万元钱”行动取得的成效。

如今，“一亩山万元钱”科技富民模式已成我市乃至全省乡村
振兴的新亮点、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现代林业经济的新样板，充
分发挥了林业科技推广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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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林技推广中心承担我市林业技

术推广和省级生态公益林管理工作。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以“林业增效，林

农增收”为目标，积极做好方山柿、杨

梅、竹笋等林业主产业的规划、示范、

指导、培训等工作；组织开展林业科技

周、森林永康创建、生态文化基地创

建、林业产业园建设等技术服务工作；

开展方山柿、杨梅等特色经济林的新

型农民培训；开展实施“一亩山万元

钱”的科技富民模式，完成基地建设五

年规划任务。

另外，市林技推广中心还承担着

我市 44.51 万亩的省级公益林管理工

作，主要包括每年 1780 万元的生态效

益补偿金发放，以及镇（街、区）农户档

案管理、林地变更调整及个人转户分

户等工作。

今后，林技推广中心将开展作风建

设和“三服务”活动，建立林技推广服务

体系、推广优良品种传授先进经验、提

高生态公益林管理水平等，为推动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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