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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较大  增收显著
    

“我家种植桑树 4 亩，2019 年

我在桑地套种了魔芋，2020 年收入

增加 1 万多元。”大理州祥云县农民

张晓岚说。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不

断调整，祥云县开始大力发展特色林

果和蚕桑产业。为盘活林下土地资源，

祥云县积极探索在林下套种魔芋促增

收的路子。2019 年，该县在林下套

种魔芋 4176 亩，2020 年采收季产量

近 8000 吨，产值达 4000 万元，户均

助农增收达 6000 多元。

这仅是云南发展魔芋产业的一个

缩影。记者从云南省农科院魔芋研究

所了解到，近年来，在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各地采取扶持种

植和初加工一体化企业、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鼓励种植大户带动发

展等办法，积极引导群众在林下、山

地发展魔芋种植。同时，积极依托云

南省农科院，成立魔芋科学研究所，

探索和研发魔芋种植新技术、培育适

应性更强以及经济效益更好的魔芋新

品种。

在 各 级 部 门 的 推 动 下， 截 至

2020 年 8 月，全省魔芋种植面积达

77 万亩，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魔芋

主产区。

    

种植零散  竞争力弱
    

近年来，云南在林区、河谷地带，

相继建设了一批大小不一的魔芋种植

富源县魔芋粉加工示范厂车间一角  

富含膳食纤维的魔芋除了食用外，还具有较高的工业开发价值。
云南魔芋种植历史悠久，近年来，全省魔芋种植规模发展迅速，已
占全国总面积的 30% ～ 40%，但产业发展存在不规范、不平衡、大
而不强等问题，应如何破解？

魔芋产业应在做强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