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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种植产业破困发展林业种植产业破困发展 林草机械企业龙头集聚林草机械企业龙头集聚 9090多万亩林业资源坐等变现多万亩林业资源坐等变现

我市特色林产品让市民我市特色林产品让市民““开眼界开眼界””

“我们在引进优质林产品的同时，更要

注重由传统林业的劳动密集型向机械现代

化转型。”谈及我市林业产业发展时，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振祥如是说。近年，我

市从传统的种植业转型到服务、林业机械

化，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林业产业开启新的征程。

以国家目前号召的油茶种植业为例，我

市不乏油茶种植基地，其中舟山镇铜山村油

茶种植历史悠久。该村支部副书记陈向阳

告诉记者，该村省级公益林面积达 7000 多

亩，成片的油茶园达到1000多亩，整村油茶

树超过2.5万株，但因疏于管理产油量极少。

考虑到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非常适合

油茶树生长，再加上种植基础好、群众经验

丰富，今年，政协委员程金台向两会提出建

设“铜山木本油料产业特色村”的建议，希望

引起上级重视，给予政策扶持，推动铜山村

油茶树的保护和利用，壮大油茶产业。

“油茶是个宝”。在重点扶持油茶产业过

程中，我市将持续引导油茶产业发展方向，同

时呼吁农民利用荒山荒地种植油茶，也可与市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合作，与当地镇政府合作，

发展油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我市同时大力

发展的还有灵芝、三叶青等林业产业。

今年，国家已经批复我市创建林草装

备科技创新园。下一步，我市将着手推进林

草装备创新园的落地工作。创新园建设将

按照政府搭台、企业主体、院所支撑、创新驱

动、融合发展的思路，立足浙江，服务全国，

聚焦我国林草装备“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

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力争建成创新要素集

聚、发展特色鲜明、辐射带动强劲的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新型创新平台。

我市现有90多万亩山林，大部分处于闲

置状态，如何开发闲置森林资源成为山区老

百姓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方向。我市将利用

林下资源继续合理有序开发，在严格保护资

源的前提下能最大化地挖掘森林的价值，坚

持生态优先、积极保护的前提下，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把丰

富的林下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记者 陈慧

在在1111月举办的第月举办的第1313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上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上，，我市我市1818家企业带着食药用菌家企业带着食药用菌、、红豆杉红豆杉、、毛竹锯等新奇的森林食品和林草业装备参展毛竹锯等新奇的森林食品和林草业装备参展，，成为展会的一抹亮色成为展会的一抹亮色。。林业产品林业产品，，这个原本小众的概念跃入大众视野这个原本小众的概念跃入大众视野，，逐步成为具体且流行的产品类型逐步成为具体且流行的产品类型。。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近年来近年来 我市同步推进林业机械化和林业品种引进研发我市同步推进林业机械化和林业品种引进研发，，实现了灵芝实现了灵芝、、黄精黄精、、三叶青等林业产品的规模化产业化三叶青等林业产品的规模化产业化，，还涌现了红豆杉等新型的造林绿化品种还涌现了红豆杉等新型的造林绿化品种，，林业产值每年都有递增林业产值每年都有递增。。林业种植产业和林草机械产业交相辉映林业种植产业和林草机械产业交相辉映，，蓬勃发展蓬勃发展。。一个全新的一个全新的

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点————““林经济林经济”，”，开始显现开始显现。。日前日前，，记者前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绿化科记者前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绿化科，，探寻我市探寻我市““林经济林经济””的发展踪迹的发展踪迹。。

突破传统重围
林下种植实现新发展

在传统概念里，我市的林产品主要有方山

柿、拱瑞杨梅等。近年来，我市以“一亩山万元

钱”为突破口，开辟林农增收、林业产业转型升

级的新路径，已累计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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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

8000万元。

坚守但不守旧。不满足于过去的种植方

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部门大力实施规

模化发展计划，以“基地+农户”的方式，将国家

地理标志永康方山柿产业的种植面积扩大至

7000 余亩，产量达 7000 余吨。为提升方山柿

品质，先后实施了方山柿良种选育与测定、

DNA 分子标记检测分析、环剥实验，提早结果

尤其是防止生理落果，提高坐果率效果非常明

显。

不仅仅是传统的林业产业，在我市，富有

新意的林下经济产业也取得长足发展。我市

现有90多万亩的山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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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叶青为

例，每亩产量平均可达到100公斤以上，按照当

前市场收购价每公斤 300 元计，亩产值可达到

3 万元以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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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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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深入挖掘生态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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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景区等森林系列的创建。

截至去年，我市成功创建国家级森林城

市，创建省级森林村庄 25 个，金华市级森林村

庄336个，市级森林村庄48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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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省级生态文化基地 13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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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森林休闲旅游基

地的创建吸引四面八方游客，将森林的生态效

益转化为经济效益，造福百姓。

龙头企业集聚 林草机械打开新局面

说起林业产业，就不得不提近几年崛起的特

色林产品。在省市林业部门的指导下，近年来，我

市发展了杉木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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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模式等一批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的林下经

济项目。与此同时，借力中国五金之都优势，我市

林草机械也取得蓬勃发展，一批龙头企业已经集

聚我市。

志豪农业
让药膳成为养生理念

地表是枯黄的叶子和御寒的稻草，挖出后是

一块块像生姜的农作物。日前，我市志豪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舒松鹤带领记者一行前往他的

黄精种植园，参观他在毛竹、杉木林下套种的黄精

等中草药，了解他的产业发展理念。

在我市，黄精并没有形成大规模量产。多年

前刚接触黄精时，黄精以其营养成分丰富等特

点，滋阴润肺、强筋骨、抑菌抗菌、降三高、增强免

疫力等功效，给舒松鹤留下深刻印象。他很快就

决定大面积种植黄精，为以后餐饮业转型升级作

准备。

从三年前拿回黄精块和黄精籽种植，到现在

已经种植 5 个品种。他有黄精苗圃 12 亩，距离苗

圃地 40 分钟的步行路程，舒松鹤还承包了 400 多

亩山地，自上而下林下种植30亩黄精和80亩三叶

青，种植量最大的是多花黄精，一种药典品种。

“黄精药食两用前途大，炖的鸡汤色泽金黄。”

说到自己的黄精，舒松鹤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除

了煲汤炖服外，黄精还能即食、泡茶等，爬山时带

两三块生食，一整天都不会饿。由于独特的功效

和生态的生长环境，我市的黄精在市场上大受追

捧。今年农展会，舒松鹤参展的 100 多公斤黄精

及黄精酒、黄精糕等全部一销而空。

事实上，林下种植，舒松鹤刚开始时接触的是

三叶青。三叶青又名“金线吊葫芦”“植物抗生

素”，还有一个牛气的绰号“药王”。它的花能炒

菜，根能泡酒，块能食用，退高烧作用大，再加上它

四季常绿可观赏，近年逐步成为市民欢迎的室内

盆景之一。

“我原来就是做餐饮的，专门研制药膳，山海

螺、天麻、鱼腥草、四叶参等都种过。”今年 54 岁的

舒松鹤，种植中草药已经六年了。他药膳养生的

理念从未改变，希望通过宣传引导，广泛传播药食

两用药材，将药膳养生理念发扬光大。

林下种植需要长期的投入，而且对技术要求

比较高。近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仅帮农户

推荐好品种，还帮忙统一采购无纺布袋增加生产

效率。以三叶青为例，在毛竹林中使用无纺布袋

栽培，三叶青采挖不仅变得容易了，还减少了人工

成本，增加了种植效益。

伊思滕生物
打造红豆杉产业王国

在江南街道西翁村，远远就能看到一个高规

格钢构大棚。大棚周围的公园里摆放着各式的红

豆杉盆景，山坡上种着成片的红豆杉，共计 100 多

亩。这是浙江伊思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分公

司的基地，也是我市的红豆杉盆景产品展示基地

——永康紫衫青石文化园。

说起这个在建的文化园，就不得不提及它的

“货源地”——“东方红豆杉基地”。1997 年，通过

全盘收购四川省乐山市一红豆杉基地，“东方红豆

杉基地”建立，占地 2000 亩；2012 年春，在武义温

泉小镇建设如火如荼展开之际，“东方红豆杉基

地”逐步搬迁至温泉养生度假规划区发展，并成立

了浙江伊思滕红豆杉生物有限公司，组建了精干

的管理团队，2013年获评金华市林业龙头企业。

二十多年来，基地发展从小到大，致力于美国

和加拿大曼地亚红豆杉的引进驯化和繁殖，至今

已有种植基地2000多亩，品种10余个，母本2000

多棵，大小树苗 5000 多万株，达到年育苗 1000 余

万株的规模和生产力，中心为紫衫醇提取供应优

质原材料，年供应量达到 2000 多吨。与此同时，

公司还攻克了红豆杉室内盘景栽培以及红豆杉室

内成活营养液等技术难关。

依托乐山市和武义县的种植基地，2016 年，

浙江伊思滕红豆杉生物有限公司回归永康，反哺

农林业，致力于打造以健康为导向、养生为主题、

红豆杉为载体的东方红豆杉产业，并将其建设成

一个集规模化种植、养殖、生态旅游、休闲观光、生

物制剂提取、保健品开发、工艺品生产、食品加工

为一体的东方红豆杉产业园。

小小红豆杉，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记者

了解到，这里的红豆杉又被称为“黄金树”，是一种

极具观赏性、四季常青的灌木类植物。据央视七

套专题新闻《百年御珍：神奇的红豆杉》介绍，它是

250 万年前地球上遗留下来的稀有物种，是世界

上公认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更是近年来植物界一位走红的“明星”。美国、英

国等地还将其当作盆景，发挥其美化环境、保护人

体健康的作用。

在永康紫衫青石文化园内，红豆杉成为当仁

不让的主角。作为公司技术与产品的展示平台，

该文化园与传统青石、农耕、缸窑陶器、红妆婚俗

等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打造红豆杉盆景园与红

豆杉主题养生园。文化园构建三产融合体系，其

中一产有种苗销售等，二产是室内常规或高端盆

栽等，三产是红豆杉文创产品等。

“规划落地后，村里低坡缓丘都能种上红豆

杉，空气肯定非常好。”随着土地的不断流转，红豆

杉的不断植入，一幅植被覆盖郁郁葱葱的画面正

在西翁村徐徐拉开。对于红豆杉的“入住”和随之

改善的村庄环境，西翁村的村民们翘首以盼。

普园花卉
建设三产一站式输出平台

在花街镇倪宅村普园花卉种植大棚内，葡萄

柚、树葡萄等十余种适合庭院设计的常青植物茂

盛生长。多肉种植园，500 多种多肉植物，100 余

种绿植被销往全国各地，园林工具等也同步销售，

俨然是一个大型的园林商场。

浙江普园花卉种植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目前采用的是以三产融合为思路的“智慧创艺”农

业开发综合体，三产即一产园林花卉，二产园林机

械，三产园林景观服务中心，三产带动一二产，打

造园林工具一站式体验中心、农业园林机械装备

一站式输出平台。

说到二产，就不得不提及三产融合最初的“造

血”工具，也就是农业扶持产业——园林工具。在

十多年前，普园花卉负责人胡全能就开始生产园

林工具，相继创办了市宇森百联园林工具有限公

司和市茂金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产品以割草机、油

锯为主，并逐步研发新品，扩大规模，年产达一百

万台，远销欧美等国家与地区。

“园林工具最大的特点，就是节省劳动力。”胡

全能告诉记者，从早期的手动工具，到锂电工具，

再到现在的百余款工具，随着农业装备的改进，农

民种地从手动变为机械。普园花卉正式立项后，

农业又反过来开始促进工具生产，结合农林产业

的实际机械需求，不断改进、完善功能，研发出更

接地气的林草机械工具。

以毛竹锯为例，毛竹砍伐最初用的是斧头和

油锯，普通农民砍一根毛竹要五六次才能砍断，而

且容易损坏锯口的青衣。近年，公司在油锯的基

础上反复试验，研发出毛竹锯。今年还专门带到

在安吉县举行的省第十七届林业科技周现场，和

专家研讨，邀农民试用提意见，改良了导板过长等

问题，改进设计不合理留下的隐患。胡全能告诉

记者，现在利用毛竹锯，一根毛竹一两刀就能切

断，而且锯口光滑，不会有拉丝和断裂，避免了工

厂二次加工。

不仅仅是农业和机械双向互动，依托普园花

卉，第三产业园林景观服务中心也得到了飞速发

展：大棚内的常青植物既卖果又能卖树，还能运用

到庭院设计中，提高植物附加值。普园花卉还邀

请高级园艺专家林友红前来技术指导，帮助打造

集农业林业、加工种植、劳动体验及服务为一体的

综合性农林业项目。

这些日复一日的试验及其取得的成果，获得

了各级部门的肯定。普园花卉去年和今年连续两

次参展森博会，智能立体植物墙和毛竹锯均获金

奖；市宇森百联园林工具有限公司成为林草装备

行业标杆、国家林业及园林机械标准委员会主要

起草单位；分公司市茂金园林机械有限公司获评

省林业龙头企业；胡全能被聘为浙江省林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见下图，一排左三为胡全

能），推动林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

“目前，我们有三个盈利点：庭院施工、园林设

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通过三产融合输出。”胡全

能告诉记者，利用农村电商品牌“花街侬”，以及三

产观光等模式，不单单是苗木，所有植物智能化产

品，包括农林装备等都可以从企业输出，已然成了

一个智慧农业数字工厂。

打造创新平台
加速资源优势变现

特色林产品琳琅满目特色林产品琳琅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