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会东县
农业产业的发展有了质和量的飞
跃。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了，生活
富裕了，日子越过越红火。”说起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变化，今年
80岁的退休老干部马友舜由衷地
感叹。

地处川滇交界处的会东县，
是山区农业大县，近年来，会东坚
定实施产业强县、城乡共兴、改革
开放、生态优先“4大战略”，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注
重整体布局，大力推进产业基地
建设，在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的同时，重点打造粮食、烤烟、蚕
桑、生猪、黑山羊、林业特色生态
产业、特色水果、中药材、乡村休
闲旅游等产业，如今，会东生态绿
色优势明显，拥有全国烟叶生产
第一大县、华山松第一大县、黑山
羊大县、松露最早发现地（产区最
大的县）等金字招牌。

会东：产业大发展 致富有新路
□ 李桂林四川经济日报记者胡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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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凉山 系列报道——会东产业经济篇

会东松露

会东华山松仁

会东县松露产业园正式揭牌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会东县地貌气候
复杂多样，海拔垂直差异明显的立体气候，适宜华
山松的生长和发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会东
县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通过飞播造林、退耕
还林等工程大力种植华山松。现如今，华山松成为
了会东县深山中最常见的树种，种植华山松成为
了该县农业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为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下好先
手棋，会东县把华山松作为统筹解决“三农”问
题的重要支点，推动华山松资源成为特色产品，
推动产品品牌化。如今，华山松成了会东人民致
富增收的“摇钱树”，华山松松果也成了群众致
富的“金果果”。

拉马乡拉马竹村曾是会东县37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之一，海拔高、气温低，广种薄收。很多青
壮年都外出打工，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和儿童。
2015年，该村将华山松列为拳头产业，并辅之以
特色养殖、种植，带动村民脱贫奔康。2016年，该
村人工再造华山松300亩，并制定了华山松管理

采摘办法，实施统一管护、统一采收销售。
“华山松树我们连丫枝都舍不得修嘞，这可

是我们的摇钱树。松果一成熟，采摘下来就是
钱，我家年年都能‘摘’到一万多元。”拉马乡拉
马竹村村民普才发告诉记者。

“我从1996年就开始发动群众荒山造林，至
今已造林6500亩，2004年华山松全部挂果，每年
能收 600万斤松果，按照市场价格，一斤松果一
块钱，当地群众每年可收入600万元。”拉马乡大
发村支部书记毛孝稳被当地群众亲切的称为

“造林书记”，他用独特的眼光看到了华山松对
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处，开始造林致富。现在大发
村的山越来越绿了，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富了，并
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8年我家仅靠卖华山松籽，纯收入就能
够达到四万元以上。”谈起2018年他家的经济收
入，拉马乡大发村二社村民李国龙笑得合不拢
嘴，“2018年虽然果子不多，但我家也能卖到三
万元。”村民耿发昌接过话头。

在紧邻的乡镇也有着同样的故事。现年 56
岁的会东县野租乡拖落村 1社的“华山松大王”
安史迁，看着眼前的一片郁郁葱葱的华山松林
乐呵呵地说：“2017年我家华山松松果产量6000
余斤，产值达到8万余元。”安史迁家种植华山松
已经有 16年，种植面积达 100余亩，用高枝采果
法进行采收后，不但有效保护了华山松的母枝，
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秉持这一
理念，近年来，会东县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转型
升级为重点，以创新研发为动力，探索出了一条
生态保护与全面开发同行的山区农业发展之路。

“会东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全县华山松
种植达到 65 万亩, 每年能够产收松子 600 多万
公斤，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大概是1.5亿元。”会东
县有关负责人介绍。华山松的种植关键是能使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同时使农民在守护青山守
望绿水的过程中致富，也使全县的经济得到了
持续发展、农民实现了增收。

如今，会东县已成为全国华山松第一大县，
发展华山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丰
富的资源，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成功典范，产业发
展已取得一定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该县还
引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拓展产业链，目前已
有高端松仁油、松花粉、松针饮料等特色产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会东县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坚持把华山松作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支点,着力写好“松文章”。会东县委、县政府
创新落实州委“1+X”生态产业发展战略,在核桃
基础上增加华山松、油橄榄两个主打品种，提出
到 2020年，全县华山松种植面积由现在的 65万
亩增加到70万亩。

“我们将按照3 +X的发展思路,力争在2020
年使整个林业经济再上新台阶,确保核桃种植面
积达到100万亩,华山松种植面积达到70万亩,其
他经果林(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使整个林业产
值能够达到10亿元以上，人均收入力争达到2200
元以上。”会东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绿油油的烟叶，金灿灿的干烟，空气中弥漫
着沁人心脾的香气。在烤烟烘烤季节，烟叶出
炕、回潮、分级扎把，每家每户都在热火朝天地
忙碌着。

“最开始种植烟叶的时候，没有技术，卖不
了多少钱。后来，政府从种植技术和烘烤技术上
对我们进行跟踪指导，我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
高。”“烤烟大王”陈开兴乐呵呵地说。据悉，2018
年他家种植烟叶86亩，收入达40万元。

陈开兴从 1986年开始种植烟草，经过多年
的探索，他逐渐掌握了一套科学化、标准化、规

范化的种植、管理和烘烤技术，效益在当地乃至
全县都名列前茅。30多年来，累计种植烟叶2000
多亩，收入 200 多万元；2015-2017 年连续三年
获得州委、州政府“先进烟农”的荣誉称号。

“在开始种植烟叶之前，经济收入主要是靠
种植粮食作物，大家都生产的东西，市场价格自
然不高，种植烟叶后，我家的经济收入翻了几
倍。”“确实是这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变
化，要从开始种烤烟说起。”谈起烟叶给人民群
众生活带来的变化，小坝乡的老人们有说不完
的话题。

“坚持科技统领生产，靠科技打造品牌。”烟
草产业成为了群众致富奔康的“黄金叶”，也让
会东县优质烟草有了广阔的市场。2015年以来，
会东县连续三年荣获全国烤烟第一大县称号。
2018年全县种植烟叶 26.62万亩，烟农收入 10.5
亿元。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济强才能人气旺。近
年来，会东县先后荣获国家产粮大县、生猪战略
保障基地县，全国烤烟第一大县、中华松露（块
菌）第一县、四川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强县等荣
誉，农业强县建设步伐更加稳健，农业和农村经

济走上了一条快速健康发展之路。
“走进新时代，农业要变成有奔头的产业；农

民要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中共会东县委书记刘晓博说，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东县正在不
断加快步伐，让农业发展从“量变”升华到“质
变”，把质量兴农、绿色兴农落到实处。

提到畜牧产业，在会东县最知名的还要数
会东黑山羊。会东黑山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在会东县，各种羊肉馆数不
胜数。

会东黑山羊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会东县
志》就有“惟黑山羊，纯黑味美，不膻”的记载。其
主要分布在会东县所辖 20个乡（镇），海拔 2500
米以下的沟坝、河谷、二半山地区，由于牧草茂
盛，灌木丛生，泉水清澈，为黑山羊的生长提供
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在此环境下生长的黑山羊
自然天成、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含有丰富的氨
基酸和矿物质，药用成份高，有益气补肾、祛寒
暖胃等功效，是男女老少皆宜的滋补佳品。经检

测，会东黑山羊羊肉无重金属、无药物残留，必
需氨基酸远高于同类产品，是真正的无公害绿
色食品。

“2012 年开始养羊，至今已经 6 年，我养
的羊从最开始的 10 只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
379 只了。”今年 28 岁的李瑞福，是会东县众
多“羊倌”中的一个。据他介绍，会东县养羊大
多采用的是圈养散养相结合的模式，白天羊
在山上的松林草坡上放养“健美”，晚上圈内
饲养“增肥”，肉弹性好，吃起来更爽口，更有
嚼劲。

在会东县第一届农民丰收节的庆祝晚会
上，李瑞福凭借379头羊的数量获得了养羊大王

的称号。目前在会东县，已经有 24000户农户参
与到会东黑山羊的养殖中，而会东黑山羊更是
在 2016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农
民增收的重要产业。

“2018年普通羊交易价格约 15－16元/斤，
会东黑山羊交易价格在20－22元/斤，较往年上
涨了 2－3元。”在会东县堵格镇交易市场，每天
羊交易量达 3000只以上，养殖户的钱袋子也鼓
了。

据了解，2016年会东黑山羊的存栏量为 68
万，出栏量 48万只，到 2018年，最新的统计数据
显示，会东黑山羊存栏量为 78.5万只，出栏量是
52万只，除了在四川省内销售，会东黑山羊还销

往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湖南、重庆等省市。黑
山羊已成为了会东县困难群众脱贫增收的一个
主要产业来源。

近年来，会东县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3275万
元，建成了年出栏肉羊500只以上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 9个，年出栏肉羊 300只以上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24个，年出栏30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2872
户，规模养殖比重达到了65%以上。

如今，以黑山羊、黑松露为媒，会东唱了一
出大戏。开展产业发展研讨会、黑山羊选美、斗
羊比赛、松露王拍卖等活动，会东以黑山羊黑松
露美食为主线，整合展示推广全县特色美食及
绿色农特产品资源，获得高度关注。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年秋天，在会东县
的山头上，一颗颗翠绿的松塔等待采收，树下，
被称为食物中的“黑钻石”的野生松露也将进入
正式的采摘和开挖的季节。

松露是一种食用野生菌类，也被称为块菌、
猪拱菌，在西方饮食文化中地位很高，与鱼子
酱、鹅肝并列“世界三大珍肴”。松露中含有种类
多样的蛋白质、18种氨基酸(包括人体不能合成
的 8 种必需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维生
素、锌、锰、铁、钙、磷、硒等必需微量元素。经检
测，会东发现的中华松露富含多种氨基酸达
18.9%以上，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

会东县有着松露自然生长的优良条件，是
中国最早发现松露的地方，而且是全世界松露
产量最大的单一产地，拥有的松露品种最多，常

年产松露 100吨左右，有松露品种 31余种。2018
年逢“松露小年”，产量约为70吨。

为了有效保护松露资源，从2015年开始，会
东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行政执法
措施，相继颁布《关于依法保护松露资源促进产
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决定》《会东县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松露资源保护工作的通告》《会东县
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松露采收促进农民增收的通
告》，持续加大松露资源保护力度。

2018年 12月 21日，会东县松露产业园举行
开园仪式并正式揭牌，标志着四川省首个松露
产业园正式开园。这一揭牌为会东县揭出了一
条新的科技助推产业发展、打造松露“立体保护
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据了解，会东县松
露产业园包括整个鲁南山区32000亩范围，覆盖

15个村，整个分布区都将作为松露产区进行生
态修复、松露原位抚育，提高松露产量和质量的
松露保护示范区。

“去年松露整体成熟度较高，目前直径3—5
公分、品相好的松露已经卖到600元/公斤以上，
价格同期上涨了50%。”会东县地金源松露产业
公司杨远朝告诉记者，通过政府的管控，今年会
东松露优品率很高，购进价格较往年每公斤高
了50元左右。

松露保护成效明显，百姓受益。在2018年会
东县举办的第三届“双黑”美食文化旅游节“松
露（块菌）王”评选及拍卖活动上，来自会东县铁
柳镇的 14号松露“选手”以 1143.5克的重量，一
举夺得“松露王”桂冠，并以 19.8万元的价格被
拍走。“松露成熟度高、体积大、纹理清晰、品相

好、香味浓，非常不错！”来自意大利的松露采购
商对会东松露保护成效给予了好评。

目前，会东县松露宿生树种面积达100余万
亩、年产量约为 1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
一，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农户产地价
销售收入达 6400余万元，企业深加工产值可达
1.6亿元。

会东县作为中华松露第一大县，下一步，还
将规划建设 10个松露科技产业园，在松露资源
分布较集中的地方，以村集体组建松露专业合
作社，将千家万户、乱采乱挖的无序市场，转化
为以专合社为主的资源保护和产业经营主体，
同步培育松露产业龙头企业，开展与意大利等
国松露企业的合作，将松露产业作为山区农民
脱贫致富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柱产业。

做优传统产业 质量效益不断提高

壮大畜牧产业 为农村经济注入新活力

松露保护见成效 生态发展富民生

“农业+林业”模式 实现“生态+经济”双赢

川滇明珠会东

会东烤烟

夹马石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