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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森林和草原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昭通市全面推动林草产业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按照省委、省政府“紧盯
全国一流竹产业生产线，构建木材产业集
群，创建一批康养基地、旅居产业”的工作
要求，印发了《昭通市林草产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为昭通高
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昭通有着丰富的林地资源，有林地资
源 1921万亩，其中竹子 680万亩，竹资源
总量位居全国地市级前列。作为农业大
市，利用好丰富的林地资源，不断筑牢长
江上游、赤水河源头生态安全屏障，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是昭通市委、市政府谋划
的重要工作。

近年来，昭通市大力发展竹产业，加
大幼林抚育与提质增效，加快成林投产进
度，聚力打造产业集群，在这个过程中，各

级“林长”及科技人员积极发挥作用，进一
步提高竹产业发展保障水平。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感人
的故事。

二
森林之中，藏匿着无数的秘密与宝

藏。受水富市林草局派遣，谭帮敏负责
两碗镇三角村、两碗村科技服务工作。
多年来，她扎根深山，走村入户现场培训
指导，手把手教群众发展竹产业。在单
位的支持下，通过她的努力，两个村建设
方竹示范基地 1.4 万亩，完成方竹种植 5
万余亩，帮助村民增收 230万元。

谭帮敏从事林业科技推广工作已有
30 余年。长期以来，她潜心钻研竹子丰
产管理等技术，针对水富市本地无种源、
外调苗失水成活率不高、品种不纯、群众
不懂种植技术等问题，她自费赴贵州省桐
梓县、四川省叙永县等地学习考察，编制
了2本科普手册、1个科普视频，发放到竹
农手中，帮助他们解决技术困难。

2021年，为了带领大家种竹，她结合
个人的具体任务，统筹“万名人才兴万
村”“云南省科技特派团”“云南省科技特
派员”“水富市农函大培训”等，组建课题
组，依托水富鑫达农林科技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试验林”。她长期在试验
林潜心研究，充分利用所学、所长，解决
群众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试
验有了成果，立刻通过集中培训、现场讲
解演示、走村入户宣传、竹林地块个别指
导等形式进行推广运用。多年来，带动
水富市新发展方竹 10.35万亩，筇竹管护
5.72 万亩，辐射带动农户 1.25 万户 4.32
万人发展竹产业。

2022 年，少数几户育苗户在引种育
苗中出现了种子不纯、育苗地块选择不对
等问题，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谭帮敏和
课题组到贵州桐梓引进 110 公斤金佛山
方竹种开展种苗培育试验，研究出了提升
种子发芽率的方法和科学的肥料配方，提
升了幼苗生长的质量。谭帮敏和课题组
完成了《三种外源激素处理对金佛山方竹
种子发芽的影响》课题研究，并发表了论
文。研究成果推广运用以后，帮助群众挽
回了经济损失。

课题组在黄泥坪进行 0—1年龄级苗
与2年龄级苗种苗的栽培对比试验，发现
裸根 0—1年龄级苗成活率远高于裸根 2
年龄级苗，裸根3年龄级以上的苗成活率
更低。而就地移植 0—1年龄级的营养袋
与裸根苗，其成活率相差不大。课题组还
研究了塘的大小对同一龄级种苗成活率
的影响。通过 1—3月和 10—12月共 6个
月的种植对比，得出最佳种植时间。

谭帮敏和课题组根据两个村土壤类
型，通过尿素、复合肥、人工有机肥、羊粪、
饼粑试验，观察方竹生长和发笋情况，掌
握了科学施料技术。

为了推广试验示范结果，谭帮敏近年
来开展培训 60余次，集中培训群众 1.3万
余人次，培训技术骨干120人，个别指导3
万余人次。她还组织部分团队成员外出
学习交流，培养中青年技术人才7人，培育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4个，完成方竹种植指
导6万余亩。2024年，水富市方竹种植全
部使用谭帮敏及其课题组研究成果，即种
植 0—1年龄级竹苗，打塘规格普遍深挖、
塘大，栽培时施基肥，进行浅种。通过实施
谭帮敏的技术规程，水富市方竹栽培总体
成活率远高于往年，竹农管护积极性也大
大提高。

在位于两碗镇石燕村老房组、三角村
凉山组的试验基地，谭帮敏告诉记者：“经
过5年的发展，水富鑫达农林科技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 2000亩竹基地去年已经开始
试采收，今年可以实现收益，并在群众实
现管护收入的基础上，将40%的利润分红
给群众。基地已带动周边 2400余户村民
规范化发展竹产业 5万余亩，丰产后，预
计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

多年来，谭帮敏潜心钻研业务，把实
验室建在竹基地，为当地群众发展竹产业
增收致富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撑，她个人
也获得了很多荣誉。2002 年，获得云南
省“三八绿色奖章”；2005年，获得昭通市

“森林防火先进个人”称号；2008 年，获
“云南省科技兴乡贡献奖”；2010年，被云
南省委、省人民政府表彰为“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先进个人”；2021 年，入选昭通市

“鲲鹏计划”人才；2022 年，荣获昭通市
“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三

邓耀武是绥江县的林业专家。从
1992 年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在林业战
线工作。“绥江对 30 多万亩水竹、慈竹、
杂交竹等竹材进行管护，用于工业原
料，每年能提供原材料 5万吨，实现产值
2500万元。”

2019 年，绥江县把笋用竹产
业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专门成
立了竹产业办，邓耀武任主任。

“最先做的事情是建试验地
块，对种植、管护技术进行研究。
当时建了 6 块试验地块，探索出
了一整套技术规程。第一年的
抚育尤其重要，不用心是不行的。栽种
的时候要施基肥，打好基础，春、秋两季
要除草、施肥，复合肥的施用有讲究，要
定量，还要远离竹根，不能烧伤竹鞭。笋
用竹产业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经过 1 年
抚育、3年管护，只要成林以后，管护工作
就轻松了，落叶产生的有机质就可以提
供营养。只要修竹得当，它可以在长达
几十年的时间里长期稳定地产生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邓耀武说。

绥江县按照“一带两廊两园三基地”
的总体布局，目前有竹林面积70万亩，其
中集中连片38万亩。绥江县的竹产业初
见成效，2023年全县竹笋产量 2.82万吨，
出竹材3万吨。

“现在已建成3个高产稳产示范园，即
莲花山、罗坪、三渡示范园，这3处也是最
早种植笋用竹的地区，共有竹林5.1万亩，
基本已经进入丰产期，每亩可产笋 300公
斤，实现利润 1500元，这也反映了绥江县
竹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邓耀武对竹产业
信心十足。

“竹林结构就应该像人类的家庭成员
一样，老中青各年龄段都要有，这样才有
利于持续发展。所以我们确定了‘留1修
2 砍 3 除 4’的管理规程，即要保留 1 年生
新竹，修理部分2年生竹，砍去大部分3年
生竹，全部清除4年生以上老竹。在此基
础上，采笋的时候还要有讲究，即保留大
笋、壮笋，去除小笋、弱笋，保留头拨笋、二
拨笋中健壮的竹笋，全部去除三拨笋、尾
拨笋，这样管护的竹林，可以实现亩产
500公斤以上。”邓耀武总结道。

因工作出众，1997年，邓耀武被云南省
林业厅表彰为云南省植绿护绿先进个人；
1999年，参与完成的杂交育苗技术项目被
评为地区林业科技成果推广一等奖；
2004 年，被绥江县人民政府评为林业系
统先进个人；2019年，获绥江县脱贫攻坚
专项奖励。

四

除了科技支撑，昭通市还全面推行
“林长制”，不断推动林草资源保护和发展，
护航林产业健康发展。建立完善了市、县、
乡、村四级林长制体系，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任总林长，其他党政领导为林长，共设立各
级林长2881人，划定管护网格34408个，形
成了完善的林长制责任体系。

以水富市为例，共设立县、镇、村三级
林长共66人，分别划定了全覆盖、网格化
的管护责任区，设立专管员、护林员，明确
了网格化责任管理体系。该市把林长制
工作纳入了全市年度综合考核事项，市级

林长每季度开展一次巡林工作，人大、政
协每年对林长制工作开展一次督察。自
推行林长制工作以来，通过巡林、督察发
现并整改问题 131个，有力推动林长制工
作走深走实。该市通过建立“林长+技术
人员+基层群防人员”网格化护林队伍，
全面提升了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治水平
和森林资源管护力度。

在基层护林人员中，也有很多感人的
事迹。绥江县中城镇回望村13组的刘应
富立足生态护林员本职工作，凭着强烈的
责任心，谱写了一曲爱岗敬业的奉献之歌。

刘应富认真细致地开展巡逻查林工
作，对每片林地的地理位置、面积、林木种
类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对 12000多亩方
竹基地的情况烂熟于心。回望村有34个
村民小组，森林面积较为分散，边界线长，
每年进入防火期，他都会和同事深入重点
区域大力宣传森林防火知识。2022年清
明节前，他一大早就骑着摩托车进行巡
逻，巡逻到回望村2组大田坝处发现一起
林间火情，当时明火已烧毁竹子 30 余
株。他一边向上级报告火情一边拿起铁
锹冲了上去，不断铲土覆盖火苗，滚滚浓
烟让他喘不过气。但他不顾危险，第一时
间处置，最终和及时赶来的同事们一起扑
灭了山火。因为经常巡逻查林，他非常熟
悉地形，被称作林区“活地图”。

昭通全面落实“林长制”，持续推进林
草生态建设，积极为云南争当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排头兵、筑牢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
障作出了应有贡献。

五

为“把小竹子做成大产业”，昭通市林
草部门积极对接国内有较强实力的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和产业研发企业，搭建市
级“产学研用”科研合作平台，鼓励、支持
有机产品、生态产品申报认定和品牌创
建，实施品牌赋能战略，打响“中国筇竹之
乡”“中国方竹之乡”“中国赤水源方竹之
乡”名片，把“笋中之王”做成“品牌之王”，
进一步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
力。昭通现有有机基地 50个 96万亩，注
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枚，制定市级地方
标准3个。

森林是地球的呼吸器。下一步，昭通
将以赤水河等重要流域生态修复为契机，
进一步稳定竹基地，争取实现竹产业年综
合产值300亿元的目标。同时将重点加大
对大关筇竹笋的品牌打造，实施品牌赋能，
把昭通竹笋的品质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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