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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稟賦造就卓越品質

莽莽雲嶺紅土高原，山地丘陵、河谷盆地兼具；
熱帶、亞熱帶、溫帶7個氣候類型共存同一版

圖；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為富集的地區之一；作為國
家生態保護重點區域，生態環境極為優良⋯⋯優越的
資源稟賦滋養出雲南高原特色農業豐富多樣、生態環
保、安全優質、四季飄香的卓越品質。勇記農業開發
（曲靖）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桂清說，雲南良好的氣候
條件使得種植出的蔬菜品質優良，口感極好，深受港
人歡迎。
良好的資源稟賦，使得特色農業在這片土地上的發

展有 悠久歷史。早在上世紀90年代，煙草、蔗糖、
茶葉、橡膠產業已在雲嶺大地上如火如荼崛起。此
後，花卉、蔬菜、馬鈴薯、咖啡、畜牧業、經濟林果
等特色產業方興未艾。如今，雲南農業產業已是一片
欣欣向榮景象，各類農產品市場年交易量達3500萬
噸，出口創匯達18億美元，雲南花卉、普洱茶、木本
油料、咖啡、橡膠等躍居全國第一。但與國內外眾多
優秀成熟的商業化農產品相比，雲南農產品整體上仍
處於產業發展低層次，精深加工滯後、附加值低、大
而不強、大而無名的傳統粗放性發展階段。如何從傳
統粗放發展階段邁步現代化農業發展階段，成為雲南
農業實現跨越發展的重要命題。

高原特色農業促雲南跨越發展
圍繞如何實現雲南農業跨越發展這一重要命題，雲

嶺大地高原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大潮正奔湧而至。
天時地利人和兼具，當下的雲南正充分利用獨特條件
和最大優勢，廣泛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先進管理經驗
和現代生產經營組織方式，打造雲南在全國乃至世界
有優勢、有影響、有競爭力的戰略品牌，努力走出一
條具有雲南高原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實現從傳統
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跨越發展。
雲南高原特色農業以豐富多樣顯特色、生態環保出

效益、安全優質做保障、四季飄香強競爭，重點建設

優質水稻、優質玉米和優質麥類的高原糧倉，發展以
橡膠、茶葉、蔬菜、花卉、核桃、咖啡、蠶桑、熱帶
亞熱帶水果為代表的特色經作，推進生豬、肉牛、肉
羊、奶牛、肉雞、蛋雞標準化規模養殖的山地牧業，
發展常規淡水魚類、特色冷水魚類和優質土著魚類養
殖的淡水漁業，發展木本油料和以野生食用菌、林
藥、木本香料、松脂松香及紫膠、特色野生動物馴養
繁殖為重點的林下經濟、珍貴用材林及速生豐產林、
生物質能源、高原特色觀賞苗木等高效林業，構建中
國與東南亞、南亞農業交流、合作和共同發展的開放
農業等六大內容。
同時集中打造雲煙、雲糖、雲茶、雲膠、雲菜、雲

花、雲薯、雲果、雲藥、雲畜、雲魚、雲林「12大品

牌」，加快形成關聯度高、帶動能力強、影響深遠的
雲南高原特色農業產業和品牌。 力推進高原特色農
業示範、農產品加工推進、農業科技支撐能力提升、
農產品品牌創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農業基礎
設施建設、城鄉流通服務體系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
保障能力提升「八大行動」。通過發展高原特色農
業，5年後實現農牧業綜合產值達到5500億元以上，
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0000元以上，農產品出口額達
到35億美元以上，均較2011年實現翻番；糧食總產突
破400億斤，畜牧業產值突破2000億元，農產品加工
產值突破2000億元。以此探索發展雲南現代農業新
路，補齊農業產業短板，增強農業競爭能力、促進農
民持續增收，推動雲南跨越發展。

高原農業「四大名片」彰顯特色發展之路

位於滇中高原北部、金沙江乾熱河谷地帶的雲南省楚雄
州元謀縣，以冬早蔬菜為支撐的綠色產業已歷經30餘年的
發展歷程，素有「金沙江畔大菜園」、「中國冬早蔬菜之
鄉」和「成昆鐵路上的菜籃子」等美譽。目前，元謀縣已
經發展成為雲南省最大的冬早蔬菜主產區，蔬菜銷售收入
佔該縣農民現金收入的五成以上，成為當地富農增收的支
柱產業。
日趨優化合理的農業產業區域化佈局、日益提高的農業

產業化水平、逐步健全的農業標準化體系、農業科技化水
平的不斷增強以及明顯改善的生態環境，使得有 良好蔬
菜產業發展基礎的元謀縣，在新時期實現了農業產業的跨
越式發展。2009年冬至2010年春菜季，元謀縣的蔬菜種植
面積與1978年相比增長了190倍，外銷量增長了1918倍，
農民賣菜收入增長了13850倍。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從
2001年的1773元增加到2011年的5602元。2011年，元謀縣
農業總產值達16.8億元，蔬菜產業已成為當地不可替代的
富民產業。
據了解，目前元謀縣獲得無公害農產品產地認定9.6萬

畝，綠色食品產地環境質量達標面積15.6萬畝，出口蔬菜
質量安全管理示範區面積21.05萬畝。元謀蔬菜暢銷全國24
個省（市、區）的145個大中城市，部分農產品遠銷日
本、德國、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家。

金沙江畔大菜園

富農增收大產業

滇西南毗鄰瀾滄江的臨滄市，有滄源、耿馬、鎮康3縣
與緬甸山水相連，國境線長291公里，有3個國家級口岸、
17條貿易通道、5條通緬公路。對外開放的區位優勢，良
好的氣候、物種優勢，臨滄有 與緬甸發展對外農業交流
合作的巨大潛力。
據悉，臨滄將充分發揮區位和生物資源優勢，創建臨滄

孟定－緬甸農業合作平台，推進與緬甸農業全方位合作。
加快農業「走出去」步伐，拓展南汀河、瀾滄江經濟走廊
「兩廊」地區現代農業的發展空間，積極參與境外農業技
術試驗示範基地、農業資源開發、農業技術輸出等建設，
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到緬甸投資開發境外農業資源，建設農
產品原材料基地。
同時，臨滄市在南汀河、瀾滄江經濟走廊「兩廊」地區

佈局高原特色生態農業產業帶， 力打造甘蔗、茶葉、咖
啡、橡膠、烤煙、蔬菜、核桃、畜牧業8大產業，規劃建
設1600萬畝農業產業化基地，目前已建成1450萬畝。「十
二五」期間可實現產值50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將達到
7000元。

建臨滄孟定—緬甸農業合作平台

強對外農業合作

石林台灣農民創業園是全國第11個
台灣農民創業園，雲南省唯一一個台
灣農民創業園。目前已獲得「國家農
業產業化示範基地」、「國家農業科技
示範園區」等榮譽稱號。
石林統一千州現代農業科技有限公

司的營運規劃總監吳海宏正和工人們
一起忙碌建設一個包含雲南煙草文化
和台灣香草文化的莊園項目，園區裡
成片的各色玫瑰、薰衣草和迷迭香長
勢正好。這是石林台創園極具建設特
色的一景。
匯集滇台兩地最先進現代農業發展

理念、先進農業科技水平、極具現代
農業產業集聚性的石林台創園，目前
正在重點引進和發展現代農業、生物
產業、觀光旅遊、文化創意等產業項
目。其中雲南高原特色農業大觀園項
目將依托雲南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優

勢和旅遊資源優勢，採取「科研+基
地+觀光+市場」的經營模式，引進和
建設現代農業生產示範、精品農業展
示、農耕文化體驗、創意休閒農業等
特色農業集群，將園區建設成為集
「科技、生態、綠色、健康、觀光、旅
遊」為一體的多功能、現代化高原特
色農業大觀園。目前，園區內的萬家
歡生態園、雲煙印象科技園、錦苑花
卉產業園已成為遠近聞名的農業科技
產業經濟集群區。台創園將依靠農業
科技創新驅動，發展高原特色農業，
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科技示範和休閒旅
遊養生度假兩大主題鮮明的國家級農
業科技園區。
以台創園為核心的雲南昆明石林國

家農業科技園區，也於日前獲得國家
科技部批准，成功躋身國家級，成為
第四批8家國家農業科技園區之一。

大理州南澗縣無量山擁翠鄉農民
李春智在山間種過蘋果，養過飼料
雞，兩次產業調整都沒有實現預想
中發家致富的目標。一次在集市上
看到山中的土雞在市場上被搶購一
空的經歷，讓李春智再次調整自己
產業發展的方向，開始和合夥人一
起利用無量山良好的生態環境，自
然生態放養雲南省六大名雞之一的
南澗無量山烏骨雞。「渴了喝露
水，餓了吃螞蚱」、「雲霧滿山飄，
山雞遍地跑」，優質生態的品質讓無
量山烏骨雞倍受市場歡迎。這次產
業的轉型，讓李春智和合夥人2011
年實現年產值130萬元，利潤達25萬
元，是原來年收入的兩倍多。
李春智和合夥人唐繼春2008年一起

創辦南澗縣擁翠鄉潤馨無量山生態烏
骨雞養殖專業合作社。合作社計劃總

投資150萬元，目前，完成投資60萬元
（不含場地投入），建成佔地面積100餘
畝的中心養殖場1個實現存欄0.6萬
羽，年出欄商品雞1萬羽，銷售雞苗3
萬羽，包裝銷售商品蛋7萬枚。李春智
養殖無量山烏骨雞的成功例子是雲南
省在發展高原特色農業過程中，對特
有獨有珍稀物種或品種進行商品化開
發的一個縮影。
南澗縣農業局局長楊清權介紹，目

前，南澗縣無量山烏骨雞養殖及產品
開發專業合作社已在昆明開了5家專賣
店，下一步南澗縣還將把這隻列入國
家畜禽品種遺傳資源保護名錄的優質
生態雞推向北京、上海等市場。到
2015年，南澗無量山烏骨雞飼養量將
達280萬羽以上，出欄達600萬羽，屠
宰加工300萬羽以上，產值達11250萬
元。

台灣蘭花商人周照川跨越海峽兩岸，在雲南嵩明建起了蘭花種植基地；香港勇記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則

從珠江尾回溯至珠江源頭，在曲靖市種植3千多畝供港蔬菜；雲南省普洱市的城郊，天津天士力集團旗

下的「雲南天士力帝泊爾生物茶谷」正在建設當中。聆聽一個個外來客商落地雲南發展農業產業的故

事，不難發現雲南高原特色農業獨具的「豐富多樣、生態環保、安全優質、四季飄香」的巨大亮點和卓

越品質，是吸引他們匯集雲南的由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艷娟 昆明報道

■蔬菜產業已成為元謀縣富農增收的支柱產業

元謀縣委宣傳部供圖

■臨滄良好的邊境、氣候和生物資源優勢，有 與緬甸發

展對外農業交流合作的巨大潛力。

無量山烏骨雞 優質生態走俏市場 石林台創園 打造高原特色農業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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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錦苑花卉產業園現已成為石林台灣農民創業園的花卉核心區 石林縣委宣傳部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