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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产业链 实现高质量发展
——广西蚕桑产业创新发展侧记

进入新世纪，国家实施“东桑西移”
战略以来，广西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抢抓机遇，创新思路，重点突破，大力推
动蚕桑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蚕茧产
量连续 14年全国第一，占全国 50%左右，
茧丝质量、经济效益和产业综合竞争力
大幅提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总产
值近500亿元，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县
域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做出了重大贡
献，创造我国蚕业史上神奇的“广西现
象”。广西蚕桑产业现正乘着“一带一
路”的东风，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聚力转
型、大步阔行。

蚕茧产量质量大幅提升

延伸蚕桑产业链，原料生产是重要保
障。广西通过不断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使
蚕桑产业逐步走上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
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良性发展之路。一
是产业规划合理。着力扶持桂西北、桂
中、桂南三大优势产区，河池、南宁、来宾、
柳州、百色、贵港等6个市蚕桑生产发展，
2018年6市桑园面积、蚕茧产量约分别占
全区总量的96.2%、95.8%。二是基地建设
高标准。大力扶持建设一批产量高、茧质
优的原料茧生产基地，重点扶持建设宜
州、环江、忻城、平果等20个年产鲜茧5000
吨以上的优茧基地县，柳城、宜州、象州、
鹿寨等11个现代特色农业（蚕桑）核心示
范区，打造了一批年产鲜茧500吨以上的
示范乡镇、50 吨以上的示范村屯。2018
年，广西桑园面积 284.18万亩，蚕茧产量
36.89万吨，蚕农售茧收入172.16亿元，连
续 8 年超百亿元，蚕桑生产覆盖 86 个县
（市、区）、615个镇（乡）、5336个村、82.10
万农户，涉及从业人员约370万人。截至
2019年10月，桑园面积扩种了约12万亩，
蚕茧产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三是茧
丝品质上台阶。大面积推广优质高产的
蚕桑新品种，应用普及桑园优质丰产栽
培、小蚕共育、方格蔟自动上蔟、蚕病综合
防控、轨道式养蚕车等先进实用技术、机
具，使得广西茧丝等级全面达 4A 以上、
30%以上达5A～6A级，为推动茧丝加工业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蚕桑种业体系健全完善

种子种苗是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一是蚕种安全足量供应。加快建
立健全广西蚕桑良种繁育体系，重点扶
持 3家原种场建设，加强品种提纯复壮。
重点建设 10 个年产蚕种 20 万张以上的
大型蚕种场，着力打造广西蚕种品牌，目
前广西有 20 家普通种场，年产能超 500
万张。二是质量监管有保障。出台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蚕种管理条例》，加大
市场监管力度，使广西蚕种生产经营走
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保障了
蚕种市场秩序和蚕农的用种安全。扶持

建设现代化蚕种冷库，目前有 12家蚕种
冷库，年冷藏浸酸能力达到600万张。三
是桑树种子种苗供应充足。鼓励和支持
建立杂交桑种繁育基地，全区年可生产
优良杂交桑种子 10吨，能满足新种桑园
20万亩以上的需求。

茧丝加工流通蓬勃发展

广西注重加强产业规划，通过优化投
资环境，增强服务意识，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吸引了一批茧丝绸深加工企业到广西
投资，并陆续建成投产，如广东省丝绸纺
织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丝绸之路集团公
司、江苏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国内颇具实力的茧丝绸生产贸易企业均
在广西落户。通过大力开展技术改造和
产品创新，推动了缫丝、织绸、针织、服装、
家纺、贸易等快速发展，产业链得到进一
步拓展延伸。广西现有丝绸企业105家，
其中缫丝企业89家，织绸企业13家，绢纺
企业1家，丝绸家纺（丝绵）2家；有自动缫
丝机 1030组，丝织机 444台，其中剑杆织
机380台。2018年，广西丝产量3.18万吨，
约占全国的30%，真丝绸缎产量809万米，
蚕丝被产量 11万条，丝绸出口金额达到
9585.1万美元。先后培育了晟容、桂华等
生丝名优品牌，打造出思福祥、尚尚蚕、鑫
源、桂华等丝绸服装品牌。特别是英国威
廉王子大婚选用了广西丝绸产品，使广西
丝绸产品名扬海内外。

资源综合应用提升效益

在抓好传统产业的同时，广西以“立
桑为业”为突破口，加大桑的食药用、饲
料用、生态用开发，推动产业走多元化发
展之路，综合开发应用产值近 30 亿元。
一是积极推进桑的食药用开发。2018
年，广西桑枝食用菌产值近10亿元，位居
全国第一；果桑种植面积超过 5万亩，亩
产值近万元。重点推进桑果鲜食及桑果
汁、桑果酒、桑果醋、桑果干加工利用，成
效显著。投资超2亿元，以提取桑枝生物
碱为主的广西五和博澳药业有限公司初
步建成即将投产。二是加大桑的饲料用
开发。推进桑枝桑叶系列饲料配方与加
工工艺研发，建立饲料桑良种繁育及饲
料桑肉牛、肉羊和家禽养殖研究示范基
地，辐射带动饲料桑在广西的推广应
用。三是挖掘桑树的生态功能开发。结
合脱贫攻坚战和退耕还林，发展种桑养
蚕，推进石漠化治理；利用矿区复垦土地
种桑养蚕，推进尾矿生态治理修复；推动
桑树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生态治理。
桑树生态功能开发成效显现，为美丽广
西、生态广西建设添砖加瓦。

产业扶贫脱贫成效显著

蚕桑产业因具有“短平快”的优势，
成为广西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扶贫脱贫

的首选产业。2018 年，广西 54 个贫困
县有 46 个发展种桑养蚕，17 个把蚕桑
作为“5+2”主要产业来抓。全区贫困
县 桑 园 面 积 145.38 万 亩 ，约 占 全 区
51.16%；蚕茧产量 15.19 万吨，约占全区
41.17%，蚕农售茧收入约 70.87 亿元。
46 个县中有 35 个为石漠化贫困县，桑
园面积超过 2 万亩的有忻城、环江、上
林、平果等 23 个县。百色市把蚕桑产
业作为产业扶贫的首要产业来抓，计划
未来 3 年将扩增桑园 20 万亩。蚕桑产
业扶贫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发挥了
积极有效的作用，全区各地涌现出了如
邕宁区那楼镇三江村的“公司+基地+
贫困户”，十九大代表、柳城县冲脉镇桑
蚕协会会长韦美芬为主的致富带头人
带领周边贫困户致富，靖西市禄峒“蚕
桑种养分离”专业化经营基地辐射带动
等多种典型扶贫模式，涌现出一批蚕桑
新村和种养大户。

创新研发取得较大突破

蚕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是关
键。广西加大科技创新研发，建立完善
的适应广西气候条件的亚热带蚕桑技术
体系。一是抓合作攻关。广西以院士工
作站、人才小高地等为平台，加强与区
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交流合作，
建立起大合作、大攻关、大应用的现代
蚕业科研运行机制。二是抓品种开发。
建立蚕桑品种资源库，培育蚕桑新品
种，加快品种提纯复壮和改良换代。先
后创新育成家蚕优良品种 17对、桑树优
良品种 7个。其中自主选育的桂桑优 62
等桑树品种种植面积占广西的 80%以
上，两广二号等蚕品种饲养量占广西的
98%以上，均成为亚热带地区的主推品
种，并走出国门，得到高度评价。三是
抓技术研发推广。研究开发和大力推广
应用省力化、轻简化优质高产节本高效
种养技术，积极开展蚕桑资源应用和种
养专用机具设备研究应用。通过创新团
队专家、科技特派员等专家团队，大力
组织开展新型农民培训。近 5年来共培
训蚕农超 70万人次，全面提升了蚕农种
养水平。广西在新品种、新技术、新产
品研发和新成果转化上取得较大突破，
蚕业科学研究院近 5年就获省部级以上
奖励 8 项，其中国家级二等奖 1 项，省部
级一等奖 2项、二等奖 4项。

展望未来，广西将厚植优势，以“稳
量、提质、增效”为核心，一手抓好传统蚕
桑茧丝绸产业纵向延伸，一手以“立桑为
业”为突破口抓好蚕桑资源综合开发应
用的横向拓展，推动广西蚕桑产业走规
模高效、生态多元、健康持续的发展之
路，努力实现蚕桑产业的生产规模化、布
局区域化、品种多样化、技术省力化、产
业多元化、市场全球化，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让蚕桑产业在“一带一路”建设和
乡村振兴中再放异彩、再谱新篇。

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桑蚕产业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桑蚕产业（（核心核心））示范区桑园示范区桑园。。

丰收的高品质蚕茧。

广西壮族自治区蚕业技术推广总站良种繁育基地。 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织绸车间。

生态桑用于石漠化治理成效显著。宜州区蚕桑新农村风貌。

蚕农在现代化蚕房里使用省力化轨道车喂蚕。

本版文图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蚕业技术推广总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