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资阳观察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2023年4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张迪 版式任成陈星辰（实习）

03

◎主办：资阳新闻传媒中心 中共乐至县委宣传部 ◎承办：乐至县融媒体中心 ◎主编：杨琪 ◎副主编：邓朗 张虎

这场全省蚕桑大会
为何选择在乐至召开

□ 谢义

4月24日—25日，2023年四川省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乐至举行，来自省内40个市（州）、县（区）的相关负责同志、蚕桑专家、龙头企业代表等140人共聚一堂，纵论蚕桑产业发展。
为何四川省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落在乐至？乐至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大会选择乐至并非偶然，乐至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深厚、产业链条完备、发展环境优越。近年来，乐至围绕打

造“中国桑都”目标，推动现代蚕桑产业强势崛起，成为全省蚕桑产业重要一极，如今还在不断加速奔跑。

？

打开地图，从成都春熙路到重庆解放碑画一条直
线，乐至县城恰在成渝直线的“黄金分割点”上。

这样的说法，乐至自有其底气：乐至地处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长三角—成渝”主轴，位于成都东进发
展、重庆向西发展战略交汇点，是“成都东出第一站、
成渝黄金分割点”。

2021年6月底，正式开通运营的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进一步放大了乐至区位的交通优势：距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仅有40分钟车程。

让优势更优——对于交通区位优势，乐至人从不
“嫌多”，一直以来执着有为。

通过积极争取，成达万、成渝中线高铁规划在乐

至交会设站。随着建设的加快推进，乐至将告别建县
以来没有一条铁路的历史，实现轨道交通“历史性突
破”，一跃进入“双高铁”时代。届时，乐至北上北京、
东出上海、南下广州均可实现朝发夕至，发展势能将
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独特的区位优势、便捷的交通条件与得天独
厚的气候优势让乐至成为发展蚕桑产业的“风水
宝地”。

位于四川乐至经开区的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与销售蚕桑系列产品的高新
技术企业。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叶绿素、植物醇、1-脱
氧野尻霉素等产品主要销往省外及欧洲地区。

“之所以选择在乐至生产蚕桑产品，是因为这里
有丰富的蚕桑原材料，同时交通区位优势很好，有利
于我们的产品‘走出去’。”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无独有偶，像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样，德仁源、默森、外交家等十余家企业也被乐至发展
蚕桑产业的先天优势深深吸引，纷纷加入蚕桑产业大
军中。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县有涉蚕桑产品
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9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家、规模企业 4 家，省级、市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
业各 1家。

越发凸显的区位优势

优越深厚的产业基础

乐至县种桑养蚕始于隋唐，在1500余年
的沧桑巨变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公社遍故乡，到处是桑园。蚕娘两
万人，一年八季蚕。”陈毅元帅回乡之时，
欣然赋诗称赞家乡养蚕的盛况。1964年 9
月 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荒乐至”
十年变成“桑乐至”》一文，自此“桑乐至”

“桑城”享誉全国。
为推动乐至县蚕桑产业历史性变革，

2019年，乐至县提出打造“中国桑都”的奋
斗目标，围绕省委“10+3”、市委“6+3+1”和
县委“1+5+2”的现代农业体系要求，按照区
域化布局、园区化建设、工厂化生产的思
路，以优质蚕桑种养产业、桑资源加工产
业、农桑文旅融合产业为重点，推动乐至蚕
桑产业“追赶跨越”。

自“中国桑都”创建工作开展以来，乐至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乐至县加快建
设现代农业“1+5+2”产业体系推进都市近郊
型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把

“中国桑都”作为首位来打造。同时，按照“立
桑为业、多元发展”的思路，以强保障、抓特
色、建园区、延链条为抓手，坚持“粮桑统筹”，
促进融合发展，高质量打造“中国桑都”。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目前，全县有养蚕
户 2.1万户，桑园 10万余亩，蚕桑基地乡镇
12个、重点村100个、家庭农场186个，蚕桑
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

2022 年，乐至县被中国丝绸协会授
予“中国桑都”称号，成为全国唯一获此
殊荣的县级城市。

为破解千家万户散养散种蚕桑的发展
瓶颈，实现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乐至县瞄
准未来蚕业方向，推动蚕桑产业标准化、集
约化和智能化发展，以园区建设为突破口
推动高质量发展。

乐至现代蚕桑产业园应运而生，成为
全国首个现代蚕桑全要素集成新园区，并
通过“大园区、小业主”“拎包入驻”等模式，
引进红旗丝绸等 8家龙头企业、210户业主
入园发展，园区经济收入突破 5亿元，常年
解决就业 3000余人，实现务工收入 4500余
万元，成为企业干事兴业、地方产业振兴和
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平台。

桑树又称“神仙树”，全身是宝。俗话
说：“一人两亩桑，致富奔小康。”桑树成了
老百姓的“致富树”“摇钱树”，乐至人硬是
把这棵“神仙树”发展到了极致，从叶、果、
枝、皮、根……延伸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
集群。

在四川外交家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伴随着机器的高效运转，一瓶瓶桑葚酒
正从生产线上不断下线，工人们分布在各
个不同的车间，灌装、品检、装箱忙而有序，
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我们年生产桑葚酒 3000 吨，产值约
1.8亿元。”公司总经理李琳说，“公司生产的
桑葚酒远销省内外，‘极桑紫酒’被第二十
一届农洽会评为优质产品。”

而在高寺镇，蒋锡武则在“蚕宝宝”上
做文章，建成了国内第一个集僵蚕生产、
加工、产品标准制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僵蚕生产示范基地，让“蚕宝宝”变成了

“金元宝”。
“公司有专业技术团队，申请了 5项专

利，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四川德仁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武说，“公司核心
园区吸纳近百名工人就业，年生产优质僵
蚕 200余吨，产值 5000多万元，产品畅销同
仁堂、和平药房、四川省医药公司等全国各
地药企。”

立桑为业，多元发展。除桑葚酒、桑叶
茶、僵蚕外，全县聚集了红旗丝绸、默森药
业、通世达生物等15家蚕桑加工企业，并与
四川大学、西南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 6
家科研院校合作，建立了3个院士（专家）工
作站，全链开发生丝、蚕丝被、叶绿素、桑黄
菌、桑枝总生物碱、蚕蛹蛋白肽等40余种产
品，形成集栽桑、养蚕、缫丝、食品、日用品、
保健用品、生物制药等传统养殖与资源综
合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蚕桑年综
合产值突破20亿元，位居四川省前列。

此外，为进一步深挖蚕桑文化，做深做
实文旅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乐至县借
助中国田园诗会、桑葚采摘节等平台，推进
桑田公社、桑海长廊、环湖康养、桑都桑海
主题公园、非遗展示、工业遗产旅游等项
目，年均接待游客20万余人次，收入5000余
万元。

元帅故里，醉美桑梓，快乐而至！
继往开来，接续前行。乐至县将以此

次全省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为
契机，从建设园区强基础、全链发展强工
业、壮大僵蚕强特色、深化融合强品牌四个
重点方面入手，持续推进“中国桑都”建设
走深走实，为全省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乐至贡献。

全面完善的产业链条

全省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

桑葚采摘节上，
游客畅享桑果。

乐至现代蚕桑产业园。

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至桑田公社。

中国桑都文化展示馆。

乐至僵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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