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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县竹塘乡实地调研，发现当地的
思茅松林下土壤和气候环境非常适
宜三七生长，但需要攻克不使用化
肥和农药的难题。2016 年，该团队
研发的林下三七种植关键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探索出林下三七种植技术标
准。为了让当地群众掌握这项技术，
朱有勇院士在田间地头指导群众种植
三七。如今，1 万多亩的林下三七成
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发展林下种植，最困难的还是
技术问题。”澜沧县竹塘乡党委书记
黄镇表示，澜沧县境内有大面积退耕
还林的思茅松林，为发展林下种植提
供了较好条件，乡党委、乡政府努力
引领群众发展林下种植，但受制于技
术、资金等瓶颈，思茅松林一直未得
到有效开发利用，直到朱有勇院士团
队的到来。

“云南林下种植业发展总体上还
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尤其
是资金、技术短缺、基础设施滞后、
缺乏明确规划等问题，成为制约林下
种植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西
南林业大学教授陈波表示，有的林农
有着较好的种植项目，却苦于缺乏资
金和技术，最后只能“望林兴叹”。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林
农对发展林下种植方向思路不清、顾
虑重重，存在观望态度的林农还占一
定比例，导致一些地方林下经济发展
滞后。  

    

破解瓶颈需多管齐下
    
不久前，云南省农科院科技成果

转化管理处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对
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昆明综合试

验站和陆良县龙海乡林业站、陆良县
马街镇小龙潭村双坝塘林场共同承担
和开展的“块菌生态修复研究”工作
进行现场验收。结果显示，示范基地
块菌产量增产 4 ～ 5 倍以上，每亩林
地经济效益增加 1500 ～ 2500 元。

该项目负责人、云南省农科院生
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树
红表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发利
用块菌资源以来，各地掠夺式采集，
严重破坏了块菌生态环境，影响了林
下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今，要修
复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物
力、财力，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总之，发展林下种植业，各地
最好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
林、农等部门，这些部门可及时就发
展种植所面临的技术困难提供培训和
指导，破除技术瓶颈。”李树红说。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强化政
策扶持，加大对林下种植产业的投入，
协调金融部门以小额信贷、低息或贴
息等形式，对林下种植给予资金支持。
此外，加强科普宣传，普及林下种植
政策等，并通过树立典型，带动林农
发展林下种植。

陈波则表示，针对发展林下种植
产业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的实际，
政府部门应牵头整合各部门资源，对
有条件的地区，建立规范、专业的林
下种植协会、合作社等，为农户发展
林下种植业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切
实解决林下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对滇
重楼等生长周期较长的产业，还可以
附带发展一些“短、平、快”的种养
产业，实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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