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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针对湖南省传统蚕桑产业劳动密集性强，产

品结构单一，比较效益不高的特点，根据湖南省农业委员会精细农业发展规划方案，围绕打造多

元、生态、高效的精细蚕桑产品生产供应产业链条，指出了湖南省蚕桑发展思路与目标，明确了多

系列蚕桑产品结构及其市场定位，提出了蚕桑产业的优化布局及其产业链建设的重点环节与保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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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形成全方位改革开放新格局，习近

平主席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作为具有5 500
年悠久历史的蚕桑产业，在“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经济地

位与突出而独特的国际影响力。湖南是中国

蚕桑产业发展的传统优势区域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曾位居全国第 8 位
［1］。近几年来，随

着“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

结构调整试点”工程的持续推进，蚕桑已成

为多个调整区域的首要替代种植业
［2］，其产

业规模得到迅猛发展，2016 年桑园面积达到

了 1 万 hm2。蚕桑作为湖南的一个惠民生、
护生态、强文化的重要特色产业，对于富农减

贫、繁荣经济、保护生态、传承中华文化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传统蚕桑产业具有

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其机械化程度低，生产用

工多，产品结构单一，比较效益不断下降。为

此，为了实现湖南蚕桑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

湖南省蚕桑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我们必须紧

扣湖南战略发展定位，确定湖南省蚕桑发展

思路与目标，明确蚕桑产品定位，进一步优化

产业布局，打造多元、生态、高效的精细蚕桑

产品生产供应产业链条，构筑湖南省蚕桑产

业发展“新丝路”。

1 发展思路与目标

1． 1 发展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与《湖南省“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发展规

划》，实施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

突出蚕桑产业的生态、高效、文化特色，优化

湖南省蚕桑种植结构与产业布局，纵向延伸

完善蚕桑产业链条，横向拓展强化蚕桑产业

功能，实现多产业融合发展，开发多元化蚕桑

产品，加强品牌建设，打造精细蚕桑产品供应

基地，促进湖南蚕桑产业提档升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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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目标任务

以扩面、增产、增效为目标，按照“桑叶

养蚕、桑叶养畜、桑叶养人”三个方向大力发

展现代多元蚕业，力争 2020 年全省桑园面积

达到 2 万 hm2。其中，养蚕用桑园 1 万 hm2，

饲料 桑 园 8 700hm2，桑 果 园、生 态 桑 茶 园

1 333hm2。年产鲜茧 9 500t，生丝 1 300t，饲

养畜禽 200 万头( 只、羽)，桑叶茶 0． 8 万 t，
桑果 1． 5 万 t，实现农业总产值 48． 3 亿元，打

造国内一流优质蚕茧、桑叶肉蛋、桑叶黑茶生

产加工基地，培育一批特色互补的集展示、教
育、观光、购物、休闲于一体的蚕丝文化特色

产业园。

2 产品结构与市场定位

2． 1 优质种苗系列

桑树品种主要培育以“湘 7920”、“强桑

系列”为代表的嫁接苗，以满足全省新扩或

更新养蚕桑园需求;主要培育“粤桑 11 号”
高产品种为代表的杂交桑苗，以满足湖南省

各地饲料桑推广需求;家蚕品种主要繁育以

“洞·庭 × 碧·波”、“9·芙 × 7·湘”、“锦·
绣 × 潇·湘”、“韶·辉 × 旭·东”为代表的

原种及一代杂交种，以满足湖南省内市场与

长江流域中下游及南方蚕区需求。
2． 2 茧、丝产品系列

主要生产可缫高品位丝的蚕茧及可供特

殊用途的彩色蚕茧，加工服饰系列、装饰系

列、家纺系列等丝绸产品，多功能保健系列、
高弹性膨松系列等蚕丝被。生产的优质蚕茧

以满足本省缫丝企业需求为主，用于缫丝织

绸及生产高档蚕丝被;蚕丝被主要面向省内

市场和国际市场。
2． 3 桑饲料加工产品系列

桑饲料加工包括机械收获、干燥、粉碎的

初制饲用桑叶粉与应用于多种畜禽的桑蛋白

肽核心母粒( 粉)、桑无抗预混料、桑无抗浓

缩料和全价料;桑叶畜禽产品包括桑叶花猪、
黑猪、白猪、黄牛、蛋鸡等为代表的养殖活体

与屠宰、分割与气调包装冷鲜系列产品，及其

肉类、禽类、蛋品类深加工方便食品、功能食

品与旅游食品。生产以适口性好、转化率高、
无抗为特点的桑蛋白肽系列核心料及其浓缩

料，加工无抗饲养、低胆固醇、高风味氨基酸

与不饱和脂肪酸的畜禽产品，以满足湖南省

内外功能性饲料细分市场与桑香猪、牛、鸡、
蛋等快销特色生鲜市场需求。
2． 4 蚕桑文化旅游产品系列

蚕桑文化园包括蚕桑博览园、丝绸文化

体验园、桑果采摘休闲园、蚕桑食品文化街

等，科普产品包括养蚕盒、养蚕手册、蚕、桑叶

等教学辅导器材以及蚕桑文化进校园图片声

像器材等，文化旅游产品包括生态蚕丝被、彩
茧蚕丝服饰、“湘绣”、“苗绣”工艺品与桑果

酒、桑椹饮品、桑叶茶等，以满足湖南省内外

各地休闲旅游市场与国内外高端黑茶等产品

市场需求。

3 区域布局

结合湖南省扶贫攻坚战略与生态治理规

划，推进大湘西优质蚕茧产业带、环洞庭湖蚕

桑特色产业带、湘中生态蚕桑产业带三大优

势产业带的聚集发展
［1，3］，推动优质蚕茧基

地、新型饲料桑基地、特色桑叶茶基地与综合

型蚕丝文化园的布局形成。重点建设花垣、
君山、湘潭、津市、宁乡 5 个桑园面积 667hm2

以上、蚕茧产量 900t 以上的核心基地县，株

洲、湘乡、攸县、湘潭、新晃 5 个饲料桑园面积

1 000hm2
以上、加工桑叶核心饲料 5 万 t 规

模的重点基地县，泸溪、花垣 2 个在优良生态

区域的 133hm2
桑叶黑茶生产基地，将一代

杂交蚕种与原种产能布局在 2 家专业蚕种

场、1 座蚕种冷库。

4 产业链建设

本产业链建设重点环节，一是家蚕、桑树

品种选育、种苗扩繁;二是基地建设;三是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四是营销模式与品牌建设。
4． 1 种苗基地建设

支持科研院所与国家桑蚕品种改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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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分中心，重点开展优质高产高抗家蚕品

种、省力化特点家蚕品种、特殊用途家蚕品

种、耐镉桑树品种、饲料桑品种、茶用桑品种、
果用桑品种选育

［4］，完善蚕桑新品种试验示

范体系与蚕桑种质( 基因) 资源库、蚕种良繁

基地和加工设施设备建设，新建桑树工厂化

育苗基地、桑树品种园与品种扩繁基地，完善

蚕桑种子检验检疫体系;扶持 2-3 家蚕种场、
桑苗繁殖企业进行蚕桑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保障基地的蚕种、桑苗需求。
4． 2 基地建设

重点支持花垣、君山、湘潭、津市、宁乡 5
个基地县建立优质蚕茧生产基地，各基地县

配套建立 3-4 个蚕桑技术服务站( 含技术指

导和蚕种、蚕需物资供应)，2 个蚕茧收烘站，

4 家蚕茧生产合作组织、50-80 个小蚕共育

户，20 个专业大户( 或蚕桑家庭农场);重点

支持株洲、湘乡、攸县、湘潭、新晃 5 个基地县

建立高标准饲料桑生产加工基地，各生产基

地县配套建设 4 个桑叶收烘、加工合作社，4
家全价桑叶饲料生产厂，20 个专业养殖大

户。开展机械化、轻简化栽桑养蚕技术与饲

料桑收获技术示范建设。
重点支持泸溪、花垣 2 个基地县建立桑

叶茶生产加工基地，各基地县配套建立 1 家

桑叶毛茶生产加工合作组织;着力培育一批

3． 3-6． 7hm2
桑果采摘体验园与生态桑休闲

茶园;积极推进以蚕丝文化、蚕桑产品、蚕丝

科技展示为主题的蚕丝文化特色产业园、生

态旅游度假基地与桑果采摘体验园建设，支

持地方和社团组织举办具有湖南元素的蚕桑

文化节。
4． 3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建设蚕桑产业社会服务体系，重点

开展育种材料创制、蚕桑新品种选育、蚕桑资

源开发利用、省力机械研发、文化产品创新，

着力推进规模化、集约化、轻简化技术体系的

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联合攻关与配套示范，

为精细蚕桑产品生产提供一条龙的技术服

务。支持 10 个蚕茧与饲料桑生产基地县的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配套蚕桑病虫害预警

与控制区域站，包配备必要的检验、检测，监

测预警、应急防控等相关设备，开展绿色防控

技术培训;建设功能涵盖信息、科技、贸易、蚕
桑丝绸生产技术、茧丝绸贸易、能与其他相关

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对接的湖南省蚕桑丝绸

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完善标准体系，推进蚕桑

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标准和认证认可制度，逐

步实现全行业标准全面覆盖，主要包括桑叶、
桑果、桑枝、蚕茧生产技术规程，桑叶黑茶、桑
果酒、桑果汁、桑果醋、桑叶粉、桑枝食用菌等

食品标准，主要畜禽与鱼类等动物的桑叶饲

料标准。成立湖南省茧丝绸行业协会，积极

拓展其行业职能。
4． 4 营销模式与品牌建设

扶持龙头企业，推动蚕茧加工龙头企业

与生产基地无缝对接，结成产业联盟，实行订

单生产;建立桑资源多元化利用食品、饮品、
畜牧产品等商品在中高端商超、高端社区连

锁店以及专业市场中的单品分销模式;打造

“桑叶加”系列产品多品牌连锁专卖营销模

式，整合省内桑资源利用企业渠道资源，精选

品牌，创立连锁专卖营销体系。
建立品牌促进、宣传和保护等公共服务

体系，规范引导地方特色蚕桑产品做好“三

品一标”认证和标准制定工作，培育一批知

名蚕桑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知名蚕桑产品企

业品牌。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品牌创建主体作用，支持创建自主

品牌，鼓励蚕桑行业协会聚集品牌效应，实施

双品牌战略。支持流通企业开展服务品牌建

设，推动有实力的流通企业通过参股、控股、
联合、兼并、合资、合作等方式培育壮大蚕桑

产业流通企业。支持重点企业建立蚕桑资源

产品在中高端商超、高端社区连锁店以及专业

市场中的单品分销模式，建设蚕桑产品自主品

牌专卖店、连锁店、精品街区、电子商务平台。

5 效益分析

5． 1 经济效益

完成桑-蚕-茧-丝产业链的目标建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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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预期年均能实现农业产值 5． 9 亿元。其

中繁育种苗产值 2 564 万元，生产鲜茧及茧

皮产值 4． 1 亿元，桑园套种套产值 1． 5 亿元;

完成桑资源多元化利用产业链的目标建设任

务，预期能实现农业产值 35． 0 亿元。其中饲

用桑原料与初制产品 2． 8 亿元，桑资源畜离

养殖产值 32． 2 亿元;完成蚕桑科普及休闲旅

游产业链的目标建设任务，预期能实现农业

产值 7． 4 亿元。其中产桑果 1 500 万 kg，产

值约 4． 5 万元，蚕桑文化园年总可接待 200
万人次，收入 2 亿元;真丝绣品等 20 万件，产

值 8 000 万元;蚕桑文化科普产品 20 万套，

800 万元。累计农业总产值达 48． 3 亿元。
5． 2 社会效益

在本产业链建设过程中，一是促进当地

蚕茧、饲料桑生产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劳动生

产效率;二是多元、高效的现代蚕业发展，可

较大幅度提高单位桑园面积与单位劳动力的

产值，实现农民增收;三是蚕桑的高附加值产

业链条可吸纳大量社会资金投入，能有效地

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四是丝绸是中国的

文化名片，发展蚕桑产品，必将推动丝绸文化

的传承。
5． 3 生态效益

随着精细蚕桑产品供应基地建设推进，

湖南省桑园面积进一步扩大。桑树本属于经

济林木，也是速生木本植物，根深叶茂、既能

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又能绿化环境，还能吸

收固定空气中的 CO2 和 SO2、HF 等有毒有害

气体，对镉等重金属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桑

叶中含镉相对较少，养蚕、饲料用生态安全。
蚕桑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建设运行后，其产出

的蚕桑产品污染物极少，或没有。因此，基地

建设的推进，既能带动传统蚕桑产业发展，又

能推进以桑树生态产业为主的新型产业发

展，还能推动林业生态工程及重金属污染区

域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工程的实施，具有显著

的生态效益。

6 建设措施

6． 1 规划引导

按照“湖南蚕桑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精心组织蚕桑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建设。要根

据湖南省蚕业发展现状，结合各地的特色和

产业发展优势，分别建立桑-蚕-茧-丝产品、桑
资源多元化利用产品、蚕桑科普与休闲旅游

产品等精细产业链，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有序推进，稳扎稳打。各级地方政府也要

根据“规划”和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统筹安排，

狠抓落实。
6． 2 优化环境

一是要优化蚕桑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环

境，把蚕桑产业的发展融入当地主要经济发

展规划中，地方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把蚕

桑纳入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如农机购置补贴、
绿色生态农业补贴等。二是要优化投资环

境，允许各类资本进入蚕桑产业，并及时提供

好服务，尤其金融、信贷等服务，强化金融支

持，建立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确保资金

及时有效流向蚕桑产业领域。三是优化产业

发展的人文环境。对农民要进行正确引导和

教育，宣传蚕桑产业发展的优势及有关国家

政策，除提高农民自身投入的积极性外，要让

龙头企业或经济组织到各地方敢于投资、善

于投资，并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真正达到

共建共享、共建共赢。
6． 3 加强管理

一是加强项目资金的申报管理。规范政

策项目扶持资金的合理运行。二是强化项目

实施管理。要科学合理制定蚕桑产业实施计

划和年度计划，明确重点任务、重点区域、重

点环节，分阶段、分年度、分步骤实施。三是

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建立建全蚕桑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加大蚕桑产品检测、监察力

度，将质量安全措施和责任落实到各环节和

各参与主体，并逐步建立蚕桑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长效机制。四是蚕桑产品流通管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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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桑蚕茧丝产业链要完善链条，补短板，加

强蚕茧收烘管理，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严防

蚕茧大战和损农伤农事件发生;对于新型产

业链，蚕桑产品要树立“健康、绿色、环保”理

念，建立相应准入制度和以二维码为主的溯

源机制，严禁伪劣产品混入市场，并规范各类

蚕桑产品的市场运行，坚决打击无证生产经

营等扰乱市场的行为。
6． 4 提供服务

一是提供优质的服务平台，建立和利用

湖南茧丝绸公众平台如微信公众号、湖南茧

丝绸 APP 软件等互联网平台，整合蚕桑信息

资源，建立多元化的信息服务渠道，提供蚕桑

产业种植、养殖、收烘、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

的信息服务。二是搞好公共技术服务，整合

利用省内蚕桑教育、科研单位技术服务资源，

充分发挥蚕学会、茧丝绸行业协会等行业组

织服务职能，做好行业自律、市场协调监督、
科研协作、人才培养、产业宣传、文化传播等

工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决策当好参谋。三是

搞好农村土地流转服务，鼓励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引导有实力的蚕桑合作组织在农民自

愿的基础上，通过租赁、承包、土地入股等土

地流转方式实现蚕业规模化开发。四是搭建

平台，促进产品销售。通过政府部门倡导和

搭台，组织本土化的蚕桑产品展销会，为产品

在湖南本地起到宣传和推介作用。利用行业

协会，组建蚕丝被、果桑等产业联盟，引领消

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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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琳莉博士

来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做学术报告

2017 年 4 月 10 日，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琳莉博士应邀到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访

问交流，做了题为“细胞有丝分裂中 Haspin 促进染色体整列的分子机制研究”的学术报告。学

院院长代方银、党委书记吴俊平、副院长徐汉福、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勇教授以及学院师生

一同听取了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代方银院长主持。
代方银院长代表学院欢迎周博士来访并介绍了其研究经历。随后周博士就有丝分裂期蛋

白激酶 PIk1 触发 Haspin 激活与 Haspin 保护染色体粘连的分子机制等两方面报告了其近年取

得的研究成果，并与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报告会结束后，代方银院长、吴俊平书记、徐汉福副

院长、朱勇教授等与周博士进行了座谈交流。
周琳莉博士简介:1988 年 10 月生，四川苍溪人，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2012 年至今于浙江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博连读，主研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

年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在细胞有丝分裂的分子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显

著研究，以第一作者在 Current Biology(SCI，IF = 9． 733)和 EMBO Ｒeports(SCI，IF = 7． 413)发表

代表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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