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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崇江 龚美霞 白雪

“十三五”以来，广西蚕桑坚持特色产业科学发展，加强
自主科技创新，践行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发挥桑树多元
综合优势，蚕桑生产提质增效和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农
民种桑养蚕增收持续稳定，逐步形成了蚕桑产业集聚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2016年以来，广西蚕桑产业保持稳定持续发展，桑园面
积、蚕茧产量、桑蚕丝产量等指标一直保持全国第一。2019
年，广西种桑养蚕涉及 12个市 71个县 82.40万户农户，桑园
面积293.12万亩，约占全国25%，蚕茧产量37.87万吨，约占全
国 53%，蚕农售茧收入 165.72亿元，为广西的经济发展、农业
增收、农民增效和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产业兴旺，乡村美丽。5年来，广西蚕桑发展过程中涌现
了许多典型新故事，积累了良好的发展经验，奠定了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掀开了蚕桑发展的新篇章。

科研故事：
使命在肩，以优良蚕桑新品种打好“优

势牌”

农业生产，良种先行。“十三五”以来，广西不断增强蚕桑
新品种研发投入与力度，蚕茧的产量和质量明显得到提高。
广西地处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
照充足，养蚕期可以从 2月底持续到 11月底，非常有利于蚕
桑生产。广西是中国蚕桑生产第一大省，目前收集保存的活
体蚕品种资源有 584份，桑树品种资源有 1600多份，具备蚕
桑新品种选育的优势。

“品种选育工作很枯燥，几十年如一日。但新品种的更新
换代是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动力。蚕桑新品种选育就
是我们蚕桑科研工作者的使命。”家蚕育种专家、研究员闭立辉
说。“十三五”期间，广西通过自然筛选、分子生物工程技术等方
式开展了多元化蚕桑品种选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育
成的家蚕品种有“桂蚕5号”适宜人工饲育蚕品种，“桂蚕6号”

“桂蚕7号”丝胶茧品种，“桂蚕8号”“桂蚕9号”抗NPV蚕品种，
“桂蚕10号”“桂蚕11号”抗NPV天然黄色茧品种等7个蚕品
种；育成的桑树品种有“桂桑5号”“桂桑6号”、果叶两用桑“桂
椹94257”、高产抗旱桑“桂诱2172”和优质高产桑“94168”等5
个。其中，适宜人工饲育蚕品种“桂蚕5号”在小蚕饲料共育上
进行推广应用，相较传统桑叶饲育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5倍，还
可有效防止农药中毒、减少蚕病，大蚕好养，蚕农增收有保障；

“桂蚕8号”在忻城、平果、那坡等县（市）农村的试验示范结果显
示，该品种强健性好、产量高，因其茧丝质量比当家品种“两广二
号”好，茧收购价每斤也高出一两元，蚕农满意，丝厂认可。蚕桑
新品种的成功选育及推广应用为蚕桑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推广故事：
因势而新，以省力高效新技术新机具实现

新突破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机械省力规模化是关机械省力规模化是关
键键。“。“十三五十三五””以来以来，，广西不断探索省力高效实用新技术广西不断探索省力高效实用新技术，，创新创新
性地将优良蚕桑品种与新技术性地将优良蚕桑品种与新技术、、新机具结合新机具结合，，形成一套适合形成一套适合
南亚热带地区气候环境的先进实用种养技术体系南亚热带地区气候环境的先进实用种养技术体系，，逐步推广逐步推广
蚕桑产业向机械化蚕桑产业向机械化、、集约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产业化方向发展。。

““这条生产线模仿传统养蚕工艺这条生产线模仿传统养蚕工艺，，结合现代自动化结合现代自动化、、机械机械
化化、、信息智能化技术信息智能化技术，，按照工厂化流水线作业模式按照工厂化流水线作业模式，，一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
只要一个人即可完成维护操作只要一个人即可完成维护操作，，相比传统生产可节省相比传统生产可节省1515个人个人
的工作量的工作量，，而且减少人蚕接触而且减少人蚕接触，，有效预防蚕病的发生有效预防蚕病的发生，，极大提高极大提高
农民的养蚕成功率和养蚕收益农民的养蚕成功率和养蚕收益。”。”柳州蚕润丝圆蚕业机械科技柳州蚕润丝圆蚕业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有限公司负责人在99月月2828日的全区蚕桑高质量发展现场培训日的全区蚕桑高质量发展现场培训
班现场展示上向大家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智能自动化养蚕班现场展示上向大家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智能自动化养蚕（（小小

蚕共育）生产线时说。该生产线在配套3000平方米左右的共
育蚕房条件下，一个批次可以完成2000张蚕种的小蚕共育量
（1-3龄），商品小蚕可供应近1万亩片叶育桑园的农户饲养。

“人工饲料养蚕技术是根据蚕的食性特点和营养要求，用
适当的原料加工成饲料代替桑叶的一种养蚕新技术。”提起人
工饲料养蚕技术，党的十九大代表、柳城县冲脉镇春绿桑蚕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韦美芬迫不及待地向大家介绍，“我们合作社
是今年全区人工饲料养蚕的示范点之一。与传统的桑叶养蚕
方式相比，人工饲料养蚕确实省工省力，生产时间灵活，效率更
高，可有效防止家蚕中毒和病原菌侵染，提高养蚕成功率。未
来全面实施工厂化养蚕，将彻底改变传统蚕桑生产模式，为现
代蚕业发展开辟一条新途径。”据了解，2020年，在国家蚕桑产
业技术体系支持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蚕业技术推
广站在南宁、河池、柳州、百色、来宾等市大力推进小蚕人工饲
料共育技术，建立人工饲料养蚕示范点16个，累计推广适宜人
工饲育蚕品种“桂蚕5号”1000多张，并在广东、江西、湖南、海
南等省份开展试验示范，推动人工饲料养蚕迈向新的台阶。

5年来，广西还集成推广如桑树密植丰产栽培、条桑育技
术、叠框式小蚕共育技术、省力化高效大蚕地面育技术、自动
化轨道喂蚕车、方格蔟自动上蔟营茧等省力化种桑养蚕技术。
涌现出广西林胜堂蚕具有限公司、广西实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等一批研发制造省力化养蚕机具的民营企业，条桑机、小蚕
切叶机、大蚕饲养简易大棚、大蚕地面育轨道式给桑装置、电动
撒石灰机、方格蔟自动上蔟装置、方格蔟高效采茧器、蚕室简易
节能加湿器、水帘空调控温保湿等一大批轻简省力高效养蚕
机具设备得到广泛推广应用，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养蚕效率，有
效推进蚕桑的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扶贫故事：
决战决胜，以产业优势实施精准扶贫助农

喜增收

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是解决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十
三五”以来，广西蚕桑产业充分发挥蚕桑“短平快”优势，助力
全区产业扶贫工作，带动全区养蚕贫困户脱贫增收。蚕桑产
业作为全区脱贫攻坚的扶贫支柱产业之一，取得显著成效。
广西发展蚕桑产业的 54 个贫困县中有 46 个县发展种桑养
蚕，2019年桑园面积 163.55万亩、蚕茧产量 16.53万吨、产值
75.66亿元，分别占全区的55.3%、44.2%和45.6%，养蚕贫困户
人均纯收入近 5000元，35万贫困人口通过种桑养蚕实现了
脱贫致富。2020年5月，以蚕桑作为扶贫支柱产业的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
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

“我现在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有三份收入。”南宁
市邕宁区那楼镇三江村村民韦大哥说，“村里的蚕桑产业示
范园投产后，这几年我们都脱贫致富啦，大家的日子越过越
好！”三江村有种桑养蚕的传统，但长期以来当地种植规模
小、技术水平低、蚕茧质量差，经济效益不高。2016年 3月，
当地政府引进了广西时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按照“政府支
持推动、市场经营运作”的原则，创新实施“公司+基地+合作作
社社++扶贫车间扶贫车间++农户农户””的的““动车模式动车模式””实施产业扶贫实施产业扶贫，，发挥企业发挥企业

““火车头火车头””作用作用，，引领村民转变传统观念引领村民转变传统观念，，建设标准化桑园和建设标准化桑园和
蚕房蚕房，，实施种养分离实施种养分离。。三江村农户通过土地流转三江村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到基地打到基地打
工工、、销售桑叶等形式参与销售桑叶等形式参与，，其中流转土地每亩每年可获得其中流转土地每亩每年可获得700700
元元租金租金，，务工每人每月可获得固定工资务工每人每月可获得固定工资 23002300元元，，销售桑叶每销售桑叶每
斤可达到斤可达到00..88元元。。三江村贫困发生率从三江村贫困发生率从20152015年的年的1616..3939%%降至降至
零零，，20172017年底实现整村脱贫年底实现整村脱贫。。目前目前，，蚕桑产业示范园共覆盖蚕桑产业示范园共覆盖
农户农户560560户户22502250人人，，家家户户盖起新楼房家家户户盖起新楼房。。

““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期间，，广西各地因地制宜推动蚕桑产业精准扶广西各地因地制宜推动蚕桑产业精准扶
贫贫新模式新模式。。广西嘉联丝绸有限公司广西嘉联丝绸有限公司、、广西华虹丝绸股份有限广西华虹丝绸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广西桂华丝绸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探索出了探索出了““企业企业++基基
地地++合作社合作社++农户农户””的养蚕模式的养蚕模式，，通过与村级蚕桑专业合作通过与村级蚕桑专业合作

社、养蚕户开展紧密合作，引进蚕桑优质品种，研发新型蚕桑
种植方式，规模化集约化种桑养蚕，提高规模效益。此外，全
区各地创建了河池市宜州区宜州刘三姐高效生态桑蚕产业
（核心）示范区、柳州市柳城县“禅韵丝缘”现代蚕业（核心）示
范区、百色市那坡县边关丝路生态蚕桑产业（核心）示范区等
一批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园区。通过在园区
内对蚕桑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进行示范推广，辐射带动周
边蚕桑生产，助力贫困户依托产业脱贫致富。

桑树故事：
蹄疾步稳，以桑资源多元化培育新业态激

发新动能

桑树全身是宝。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提出的“立桑为
业”就是在栽桑基础上多元化发展，适应市场的变化，他相信
广西将引领这一拓展升级过程，为中国蚕桑产业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十三五”期间，广西在产业扶贫和生态经济的带动
下，充分发挥桑树的耐受性和旺盛的生长力，河池、百色等石
漠化区域发展蚕桑脱贫产业，在石头缝里“种”出具备生态修
复和经济增效功能的“绿水青山”。

“以前我们屯里的窝窝地（石漠化山区长期风化后形成的
小地块）每年只能种点玉米，现在种桑树只种一回，收入都是种
玉米的好多倍。”南宁市马山县古零镇弄拉屯农民说。在桂西
大石山区，山弄间成片的桑林十分多见，蚕桑产业已然成为群
众脱贫致富的“香饽饽”。目前，全区石漠化地区桑园面积约
180 万亩，涉及 50 多个县，桑园每亩产值 5000 元-6000 元。
2020年，以蚕桑产业为主导产业、致富产业的靖西市、凌云县、
那坡县、隆林县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滇桂黔石漠化片
区县）均退出贫困县序列。

桑树多元化发展不仅在生态功能上，还在食用、药用、饲
料用等用途上。2020年 3月 27日，国家药监局发布消息，用
于治疗Ⅱ型糖尿病的桑枝总生物碱片获批上市。该药是国
内首个降血糖原创天然药物，也是我国近10年首个被批准的
糖尿病中药新药，其主要成分为桑枝中提取得到的总生物
碱。坐落在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的广西五和博澳药业有限
公司是桑枝总生物碱提取基地，据了解，仅桑枝收购便可直
接带动宜州区农民年增收2500万元。

“十三五”期间，广西大力发展果桑综合利用，种植面积3
万多亩。桑果可用于鲜食以及果汁、果酒、果醋等产品加工，
果桑综合亩产值近 1万元。同时，在桑树蛋白饲料上进行了
拓展研究，在自治区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建立了猪、牛、羊和鸡
鸭等“桑饲料”畜禽试验示范基地。此外，还在全自治区探索

“蚕桑+生态农业”“蚕桑+科普”“蚕桑+旅游”等蚕桑新业
态。南宁市横县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了“三月三”桑葚旅游美
食节，把蚕桑与农业旅游、桑果采摘、蚕桑文化展示、科普活
动等结合起来，打开了蚕桑产业发展新局面。总之，“立桑为
业”这篇大文章，广西已经开始书写，并让蚕桑这个传统产业
链得到全面延伸，价值链得到全面提升。

回顾“十三五”，成就收获满满；展望“十四五”，新故事在
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蚕桑产业必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向集约型
转变转变、、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外需市场并重转变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外需市场并重转变、、从单一用途向从单一用途向
多元化发展转变多元化发展转变，，实现实现高质量发展。。广西将以创新驱动转型广西将以创新驱动转型
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市场导向和依靠科技进步坚持市场导向和依靠科技进步，，
以优质茧生产以优质茧生产、、茧丝精深加工茧丝精深加工、、蚕桑茧丝资源多元应用和石蚕桑茧丝资源多元应用和石
漠化生态治理为重点漠化生态治理为重点，，实施规模化实施规模化、、标准化标准化、、产业化产业化、、品牌化品牌化、、
多元化和高效化发展战略多元化和高效化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和升级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和升级产业
结构结构，，全面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模式全面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模式，，努力将蚕桑资源优势和努力将蚕桑资源优势和
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在稳固中国及世界最大茧在稳固中国及世界最大茧
丝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丝生产基地的基础上，，把广西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蚕桑茧丝把广西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蚕桑茧丝
绸全产业链集聚区绸全产业链集聚区、、蚕桑产业多元转型发展先行区蚕桑产业多元转型发展先行区、、石漠化石漠化
蚕桑生态治理示范区蚕桑生态治理示范区，，率先构建现代蚕桑产业体系率先构建现代蚕桑产业体系，，继续谱继续谱
写八桂蚕桑新篇章写八桂蚕桑新篇章。。

八桂大地续说蚕桑新故事八桂大地续说蚕桑新故事
——广西蚕桑产业广西蚕桑产业““十三五十三五””发展成就侧记发展成就侧记

人工饲料育蚕品种——桂蚕5号 高产多抗家蚕品种——桂蚕8号

闭立辉研究员（右三）带领的家蚕遗传育种团队开展新品种选育工作。

条桑收获机示范推广。

贫困农户蚕茧丰收后的喜悦。

都安县澄江镇自成村达好队桑树石漠化治理情况对比（左为前）。韦宏浩 摄

图片除署名外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蚕业技术推广站提供 赶市卖茧赶市卖茧（（摄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摄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邕宁区那楼镇三江村养蚕扶贫车间邕宁区那楼镇三江村养蚕扶贫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