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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尾镇位于四川南缘叙永县东北方向，东经 105 ゜ 26' ～ 105
゜ 40'，北纬 28 ゜ 11' ～ 28 ゜ 19'，东北面与贵州省赤水市、四川
省古蔺县接壤，西面与叙永县天池、向林乡毗邻，距叙永县城 35
千米。为中山低山地貌，形成山地、丘陵、河谷三个阶梯，最高
海拔 1787.3m，最低海拔 332m，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年平
均气温 17.9℃，年降雨量 1286mm，气候温和，空气清新，雨量
充沛，适宜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特别适宜各类竹木的生
长，素有川内“小峨眉”“竹木之乡”“动植物王国”之美誉。

全镇幅员面积 237.4 平方千米，辖 11 个村 1 个社区，54 个村
民小组，5 个居民小组，总人口约 3 万人。水尾镇是全国百佳绿
化乡镇、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示范镇、国家级卫生集镇、中国楹
联文化乡镇、全省第三批“百镇建设行动”试点镇、省级环境优
美示范乡镇。

一、水尾镇竹产业现状
（一）水尾镇竹林分布情况
水尾镇森林面积达 19230 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 81%。四川

画稿溪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覆盖五个村，面积达 14110 公顷，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73%。保护区全部区划为国家级公益林。全
镇竹林面积 25 万亩，共有竹类 28 种之多。主要的竹林包括楠竹
（毛竹）、硬头黄、西风竹、绵竹、大竹（合江方竹）等多个品
种，分布广泛。

（二）水尾镇竹类企业状况
目前有竹料加工企业 20 余家，其中浆用切料场 7 个，竹笋

收购 7 家。2018 年竹材约 3 万吨，销售鲜笋 1.2 万吨。初具规模
的林下种植专业合作社 1 家。全镇竹业（含竹笋销售、料片销
售、楠竹销售）产值迈过 1 亿门槛。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地处国家级保护区的瓶颈
水尾镇地处保护区四川画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西

溪、广木等 5 个行政村，竹林面积约 12 万亩，由于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高，政府近三年来投入几乎为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导致竹
林效益低下，既不能解决好林农收益问题，并且单一竹林对自然
保护区影响非同小可。

（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弱
竹区公路建设滞后是制约竹产业的要素之一。虽然近年来各

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农村公路的投入，但是对于要发挥竹产业的优
势还微不足道。无论是一的笋用竹林还是浆用竹林，交通便捷与
否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在浆用竹方面：目前一般的切料场
市场收购均价在 540 元/吨。采伐竹材的人工费用约为 200 ～ 240
元/吨，均价为 220 元/吨；一般 10 千米半径范围内运费平均在
60 ～ 80 元/吨，均价在 70 元/吨；离公路直线距离超过 200m以
内，人工的运费 60 ～ 120 元/吨，均价为 80 元/吨，林农除开以
上支出后，每吨可以获得 170 元。超过 300m以后可获得收益不足
100 元/吨，一般农户就不会采伐竹林了。

（三）经营管理水平仍然落后
科技经营林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合理采伐、采笋以及施肥等

管理经营不到位。虽然竹林面积大、品种多，经济总量大，但均
摊到每亩竹林收入并不高。人们往往把竹林当作一般的经济来源
看待，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绵竹、
硬头簧等浆用竹林的采伐还经常出现一刀光的现象；二是笋用竹
只是按照自然生产进行采伐，未开展日常施肥和管护。

（四）竹产品加工行业较为传统，形式种类比较单一
目前水尾镇竹产品加工虽然数量多，但技术含量不高，简

单初加工的附加值不高，竹类企业带动产业发展的优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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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楠竹加工就是加工为一般的筷子或者是一些竹制品的半成
品，用量也不大，全年消耗量还不足楠竹产量的 1/5 ；笋子的销
售也是按照原来的土办法烘烤，特别是还需要采伐大量的木材，
资源浪费较为严重；鲜笋的销售也是靠小商小贩收购，市场不稳
定，产量大的时候还会出现滞销的现象。

三、对策和建议
（一）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注重生态建设，画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竹林应逐步更

替。自然保护区的有着不可复制的保护价值，当前竹林（特别是
楠竹林）的蔓延和发展，退化部分常绿阔叶林，对保护区有着不
可低估的侵蚀作用，并且经济价值并不高。因此，应当进一步研
究和制定生态修复方案，用乡土树种逐步代替竹林，增强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其次要运用好生态效益补偿这一国家转移性支付政
策，保证其林农一定收入。最后，自然保护区修订编制好方案，
适度开发生态旅游项目，解决好林农下山务工，稳定收入退出保
护区。

（二）加强竹区道路规划和建设
加大竹区公路建设是解决竹产业的重要保障。要强化农村

路网建设，在满足户户通的基础上，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机
遇，以村为单位编制长远规划，多方位、多角度筹集资金，完善
村级公路体系建设，有效解决好人工成本高这一问题，把可采资
源最大化。

（三）提升营林科技水平
加大对科技投入力度是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要真正实

现科学营林，一方面是立足现在的资源分布，淘汰部分不合理地
低产低效竹林，严格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改造或新造，确保
竹产业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扶持新兴的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发挥其统揽作用，既能解决好示范带动的效应，又能培训好
当地林农的管理技术。特别是当前林下经济已初具规模，叙永县
邬高林下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基地+示范户+贫困户”
的模式，3 年来，年产值均超过百万元。

（四）完善竹产业链接
做强做大加工企业是发展竹产业的重要途径。要真正实现产

业富民的目标，必须解决好水尾的竹类加工企业的零、散现象。
一方面探索一些新兴运作模式，利用互联网加等模式，建立起专
业或半专业的队伍，从采集原料→运输→加工半成品→成品→市
场销售形成完成链接，增加竹产业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加大招商
引资的力度，用成熟的技术代替传统的技术，进一步解决好竹
笋、材利用率。从根本上改变林业“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
林农端着金饭碗要饭吃”的尴尬现状。

叙永县竹资源丰富，要做好竹产业发展这篇文章，进一步延
伸产业链条，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竹产业成为竹农稳定脱
贫、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要强化责任落实、政策支持和跟踪问
效，以创新、开放、共享的时代精神和担当，在推进竹产业高质
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的一道风景
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和发展全域旅游作出新的
贡献。竹产业是水尾镇支柱产业，我们要一以贯之的决心，不断
地探索和完善体制机制，为实现全面小康筑牢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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