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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数据时代，从信息汪洋中“提纯”日益重要。

本书选辑了 2014 年广西区内外主流媒体报道广西林业相关新

闻总量的 8%，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魅力，

可谓“醇品”。

翻开书卷，读者眼前会呈现怎样的画面？山岭村屯绿意盎然，

白鹭叶猴蹁跹献舞，“美丽广西”缤纷多彩 ；“威马逊”肆虐横行，

红树林铸成铁壁铜墙，“绿色长城”拱卫南疆；林业科技人才鏖战“石

魔”，使核桃顽强扎根石缝，农民收获绿色财富⋯⋯广西林业系统

播撒的一把把“绿梦种子”正在八桂大地茁壮成长，期待收获“林

业强区”、“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硕果。

2014 年，全区林业宣传部门新闻人跋山涉水，收集林业一线

的图片、声音、文字、影像，借助全媒体平台，讲述了林业发展

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林业人勇立改革潮头的熠熠风姿，

架起了林业系统与社会沟通的桥梁。

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广西区内外主流媒体发表广西林业新

闻报道 1672 条，同比增长 10.9%，占计划任务的 104.5%。本书采

撷刊登于《人民日报》、《广西日报》、《中国绿色时报》和《广西林业》

杂志“三报一刊”的主要报道 135 篇，分综述、通讯、消息、专

访等 4 个部分，以供读者赏阅。

漫道雄关，任重道远。广西的林业改革和建设正站在新的起

点上，全区林业系统正大步迈进，踏上了林业深化改革、城乡生

态建设、林业产业转型升级、森林资源保护的新征程。

深山密林隐藏了无数新传奇，期待更多媒体携手共谱。

                                                 编  者

2015 年 4 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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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防城勾勒绿色财富前景图

——广西林业产业系列报道之改革创新篇

苑铁军 张 雷

是褒奖，更是鞭策。

在荣获 2012 年“广西林业产业发展十强县”后，防城港市市长何朝建为防城

区写下这样的寄语：林业是防城区的优势产业，要继续努力保持原有优势地位。

通过不断探索，一系列举措的出台形成向上的合力，不断助推着防城区林业产

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思路、规划、品牌，一个都不少

虽然仅是一份普通的报表，但是却显示出防城区林业产业发展的十足后劲：

2013 年前 10 个月，防城区林业产业产值达 33.7 亿元，同比增长 43.4%；林农人均

纯收入 1063 元，同比增长 46.8%。

十足的发展后劲与诸多因素有关。

《防城区“十二五”林业发展规划》的出台及《防城区工业原料林规划认定报

告》的编制完成，为防城区林业产业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发展思路。

重点品牌建设，让防城区林业产业如虎添翼。

通过引导林业企业和农户大力发展林下种植金花茶，防城区先后重点扶持了

11 个林下种植金花茶项目，发放扶持资金 365 万元；成立防城区金花茶产业协会

等一系列措施，为打造金花茶特色品牌夯实了基础。目前，防城区林下种植金花茶

4.1 万亩 *，惠及林农 3 万多人；在防城区培育的一批金花茶龙头企业中，仅省级林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有 3 家。

防城区林化产品提档升级速度不断加快。

通过积极引入绿色提取、深加工技术，防城区着力发展林产化工品种系列，拓

宽林产化工产品应用领域。防城区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尤其是松脂及大面积

 * 亩为常见非法定计量单位，1 亩 ≈ 666.67 平方米。为保持作品的原真性和通俗性，本书

仍用亩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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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桂林、八角林，重点扶持发展了万福林有限公司等九大林产化工企业。2013 年，

九大林产化工企业产值达 7.8 亿元，成为推动防城区林业产业发展和带动农民致富

增收的重要增长点。

目前，防城区已逐步形成造林绿化、木材精深加工、花卉苗木、金花茶加工、

林产化工、森林旅游等林业主导产业；林业产业化企业达 155 家，其中较大规模的

18 家，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 3 家；林业种植大户超过 5000 户。

让金色小花开得更加灿烂

近年来，防城区秉承打造地方名优特色品牌的理念，扎实推进金花茶产业快速

发展。

2009 年，防城区被中国经济林协会命名为“中国金花茶之乡”。2012 年，防

城区加工金花茶鲜花 29.2 吨、鲜叶 233 吨，深加工产品花茶 4 吨、叶茶 39 吨、其

他产品 1 吨，年销售收入达 3.5 亿元。目前，防城区年培育金花茶苗木 450 万株。

如何让“金花”花更艳、味更香？

从 2009 年开始，防城区每年都举办一届金花茶节，并同步开展金花茶论坛和

产品产销会等活动。仅 2012 年举办的第四届金花茶节现场会就签约项目 11 个，总

投资额达 36.83 亿元；并成功引进“防城港市南国金花茶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

计划总投资达 20 亿元。

通过大力推广“龙头 + 基地 + 农户”的金花茶产业发展模式，防城区营造了“企

业带大户、大户带小户，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广西中港高科国宝金花

茶有限公司在实施“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中，通过引导和扶持周边农民

发展林下栽培金花茶，实行订单式生产，仅在大菉镇、那梭镇就辐射带动了 380 户

农户发展林下种植金花茶 2000 多亩。

防城区还积极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发项目，不断提高金花茶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努力，防城区内企业以金花茶的枝叶和鲜花为原料成功

研制出金花茶产品近 30 种。广西桂人堂金花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研究机构

和高校共同合作，研发的 5 种金花茶产品获得中国茶叶学会举办的首届“国饮杯”

一等奖，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 4 项，申请发明专利 8 项；2012 年获得外观专利

授权 10 项及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并荣获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广西科学院科技成

果一等奖。

现在，小小“金花”已是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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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上半年，防城区加工金花茶鲜花 16.9 吨，同比增长 15.8%；加工鲜叶

146 吨，同比增长 25.3%；深加工产品花茶 2.38 吨，同比增长 18.6%；加工叶茶 23.5 吨，

同比增长 20.3%；销售收入 2.6 亿元，同比增长 13.6%。与金花茶相关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达 3.6 亿元，同比增长 19.1%；惠及林农 3 万多人，同

比增长 25%；林农林下种植金花茶人均纯收入达 1100 元，同比增长 9.2%。

建设与产业携手互促互进

显然，通过大力发展林业产业，防城区林业生态建设同样受益匪浅：2012 年，

防城区森林覆盖率达 64.27%，位居广西前列。

防城区牢固树立“生态立区，绿色发展”理念，围绕广西大力实施“绿满八桂”

造林绿化工程工作部署，全面实施涵盖山上造林、绿化通道、城镇绿化和村屯绿化

的国土绿化工程，着力打造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林业强区。

2012 年，防城区完成山上造林超过 8 万亩，绿化通道 65 千米，绿化村屯 16 个。

结合“大种树”和“百万农户种千万棵树”活动，积极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防

城区完成义务植树 120 万株。

绿色不断扩展，正在助推产业发展。

在防城区，森林生态旅游变得红红火火。近年来，防城区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

游，先后扶持防城港十万山七星顶生态综合旅游度假区等 7 个重点项目的开工与建

设，积极做好江山半岛及北仑河沿边一带的规划与开发，着力打造一条沿边沿海的

森林生态旅游精品路线。

在防城区，林下经济初具规模。防城区 10 个乡镇已初步形成林下种植、林下

养殖、林下旅游、林下产品加工等四大类型及“林—药”等 9 种发展模式。目前，

防城区林下经济涉及林地面积 53.97 万亩，产值达 5.15 亿元，惠及林农超过 12 万人，

人均增收 1500 元。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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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力，小城东兴欲写绿色大文章

——广西林业产业系列报道之后起之秀篇

苑铁军 李巧玉

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并不妨碍东兴市林业产业的名声日隆。

从香飘四溢的金花茶，到红红火火的红木产业，再到亮点不断的林下经济⋯⋯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正用蓬勃发展中的林业产业描绘着自己的未来。

积蓄实力，打造东兴红木品牌

一个故事与东兴红木有关。

在“2011 年东兴市红木文化节”上，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委员胡德生说，他第一次到东兴时，看到部分产品桌面都不平整，当时就对东兴

红木加工工艺提出建议。再来时，产品桌面不平整的现象基本消失，工艺水平大大

提高了。

未来愿景的实现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东兴市经营红木家具、工艺品的企业超过 200 家，从业人员超过 7000 人，年

营业额近 10 亿元。

即便拥有如此良好的发展势头，东兴还是未雨绸缪。虽然拥有原材料集散地的

地缘优越，但是如果不继续扩大自身品牌的影响力，东兴红木产业的优势同样不会

延续很久。

在红木产业上烙上自己的印记，东兴已发出一个个清晰的信号。

2011 年 12 月，东兴市红木产品鉴定中心挂牌并成为广西首家红木检测中心。

2012 年 11 月，“2012 中国东兴国际红木文化节”开幕，各省（区、市）红木

商会代表、行业专家及知名红木企业家在东兴共商红木产业发展大计。

2013 年 9 月，东兴启动红木产业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推广联盟建设工作。由政

府部门牵头、质量专家指导、企业为主体的推广联盟，旨在为企业和质量专家之间、

企业和企业之间搭建质量管理教育学习、观摩示范平台，这对推进东兴红木企业运

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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