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绿色产品 打开绿色通道 
论恩施州迎接市场挑战的“绿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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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壮大绿色产业、发展绿色产品，是 中国农业特别是山区农业挑战国内外市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突破 1：2。得 

绿色者得市场，得绿 色者得“天下”。通过对湖北省恩施州现有物质资源及发展状况的详尽阐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其今后 

的发展思路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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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施州开发绿色产品的资源禀赋 

及历史机遇 

恩施州 自然资源丰富且独具特色。这里 

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加之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的影响，为多种生物资源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全州森林茂密 ，植被 良好，素有 

“鄂西林海”之称：拥有山场面积 177万 hm ， 

其中林地 132万 hm ，未利用土地 41万 hm ， 

园地和草场 4万 hm ，为发展高效经济林和 

以草食畜禽为主的畜牧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植物品种繁多，有 215科 、900多属、3 000多 

种。全州已有 2万多 hm 优质茶园，是湖北 

茶叶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 ，宣恩伍家台贡 

茶获乾隆大帝“皇恩宠锡”金匾，鹤峰容美茶 

远渡英国，荣获“皇后茶”美誉。恩施又是“烟 

草王园”，烤烟具有云贵烟特质，白肋烟远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量和出口量均列全国 

第一。特种食品资源繁多，莼菜 、薇菜 、蕨菜 、 

银杏、芸豆、魔芋 、葛仙米 、凤姜、茗合、百合 、 

山药、葛粉 、香菇、绞股蓝 、箬叶等稀有品种， 

斐声海外，可谓发展绿色食品的条件得天独 

厚 。 

境内药用资源富集，故医学专家称之为 

“华中药库”，已发现药材种类比《本草纲 目》 

所载还多，其品名、数量 ：商品成交额在全省 

独占鳌头。诸如中国板党 湖北贝母、鸡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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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紫油厚朴 、窑归 、天麻 、丹皮 、首乌、竹节 

参 、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等数十种名贵 

中药材 ，量大质优，在国内外久享盛誉 ，极具 

开发价值 ，为药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 

件。 

恩施州是世界上最大的硒资源地，被称 

为“世界硒都”，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第一个高 

硒区。国内外大量临床实验表明，贫血 、冠心 

病 、糖尿病 、癌症等 40多种疾病与缺硒密切 

相关，为此，联合国宣布：硒是人体生命中必 

需的微量元素。同时硒还是许多工业品必备 

的原料 之一。恩施州 的硒 源于富硒 的黑 

色碳质页岩，全州黑色碳质页岩分布面积达 

2 lOOhm ，遍布六县二市，其中高硒区就涵盖 

了240多个行政村，部分地区的硒储量高达 

100—8 000PPM 以 l50PPM为工业开采指 

标 ，可满足我国数千年的需要。研究表明，流 

经硒矿床的水体含硒，在这种水土环境中生 

长的动植物也不同程度地含硒 ，足以用来加 

工成为含硒生物产品。中科院与英国帝国理 

工大学共同研究结果称 ：“恩施州岩石 、土 

壤、动植物硒富集均达到世界之最”。这为全 

世界 70％以上缺硒 地区的人们带来 了福 

音。目前 ，恩施州已开发出富硒茶、富硒大 

豆、硒肥、富硒酒 、补硒饲料添加剂等系列产 

品，目前正在研究开发诸如天然富硒玉米 

粉、硒茶多酚、箬叶硒多糖等新产品。总之， 

恩施州绿色富硒农产品和硒矿的开发利用 

前景广阔。 

从现有总体发展基础来者，全州已建成 

烟草 、林果、茶叶、药材、特色蔬菜等为骨干 

的经济作物基地 2l万 hm ，并呈稳步发展态 

势；年畜禽出栏达到630多万头 (只) 特色 

经济小区已达 100多个，一大批特色种 、养 、 

加大户发挥出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全州新 

建 、改造、扩建的42户龙头企业 ，在推进农 

业产业化过程中，坚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 

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契约化管理，成为农 

业产业化龙头。外贸出口(含自营出口)企业 

已达 30个，其中9个出口企 Ⅱ瘫 2000年度 

被湖北省授予出口创汇荣誉单位。全州形成 

了以薇菜、莼菜、香菇、蕨粉、氨基酸系列 、魔 

芋等为主要出口商品达 20多个，出口市场 

涉及五大洲 l6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外贸 

直接出口90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l 6．8％。 

由于恩施州资源禀赋不薄 ，基础条件已 

经具备 ，发展机遇也纷至沓来。新世纪之初， 

恩施州面临四大发展机遇：一是国家西部大 

开发机遇。作为湖北省唯一纳入国家西部大 

开发范畴的地区，恩施州被中央、国家西开 

办，直到湖北省委、省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 

视。国家西开办明确指出，西部地区享受什 

么政策，恩施就享受什么政策 二是新一轮 

扶贫开发机遇。恩施州集老区 贫困地区、民 



族地区、西部开发地区于一体 ，是国家新一 

轮扶贫的重点扶持范围，“十五”扶贫纲要政 

策更优惠，扶持力度更大，措施更具操作 

性。三是民族区域 自治法修改的机遇。即将 

出台的 《自治法修正案》在关于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修改幅度大，含金量高。 

四是中国人世的机遇。中国加入 WTO后，国 

外投资者将更加看好西部，其企业 、资金 、技 

术 、管理经验流人西部的可能性更大。所有 

这一切，都为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展大 

规模的招商引资 ，以开放吸引国外生产要素 

的注入，发展绿色产业、打开绿色通道，让我 

们的绿色产品漂洋过海，迎接国内外市场的 

挑战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面对四大机遇特别 

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恩施州必须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搞好四个对接，即规划 

对接、项 目对接、政策对接和市场对接。只有 

这样 ，我们的绿色产业才不会错失历史机 

遇 我们的绿色产品才能够抢占国际市场的 

滩头。 ． 

2’发展绿色产品的基本思路 

恩施州在“九五”末期就开始了“二次创 

业”。其基本内涵是继续坚持“出路在山，成 

败在干”和“念山水经 ，打优势仗，唱特色戏” 

的发展思路，依托绿色资源，发展绿色产业 ， 

开发绿色产品，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指导思想是：以发展为主题，以国内外 

市场为指导，以区域特色为生命，以科技创 

新为动力，以农民增收、财政增税 、企业增效 

为主线 ，依托现有资源，发展优势资源，按照 

“公司 +基地 +农户”这一基本模式，因地制 

宜 ，优化资源配置，着力实施产业化经营，大 

力推进 “一乡一品”、“一县一品”或一县培植 

几个王牌产品，努力扩大产品外向度，促使 

绿色产品成为山区创汇农业 、订单农业 的排 

头兵 

“十五”期间，恩施州要在巩固提高以卷 

烟工业为龙头的烟草支柱产业的同时 ，认真 

实施绿色产业战略，主攻四大绿色产品的开 

发 。 

(1)大规模发展以高效经济林为主的林 

果业。发展林业 ，坚持以银杏、．良种桔柚 、板 

栗、木本药材 、油桐 、生漆等高效经济林为 

主。在今后几年内，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 

林、改造杂灌林，大力营造经济林，使经济林 

木由目前的 12万 hm 增加到 19万 hm2，其 

中以银杏、良种桔柚 、板栗为主的干鲜果林 

12．5万 hm ，以油桐、生漆 、木本药材为主的 

特色经济林 6万 hm 。与此同时 ，要争取在林 

化工上有所突破。 

(2)突破性发展以茶叶和山野特色菜为 

主的富硒绿色食品产业。薇菜、莼菜、葛仙米 

等山野特色菜是恩施州最早进入国际市场 

的产品，现已成为市场的抢手货，近几年出 

口收购值均在 300万美元左右，畅销不衰。 

山药、魔芋等产品也比较畅销，可以大做文 

章，做大文章。要加强宣传工作 ，让干部群众 

有宝要识宝，把小产品迅速变成大产业 ，把 

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争取经过 

3～5年的努力，在现有 8万 hm 的基础上， 

建成特色绿色食品基地 l9万 hm ， 其中箬 

叶 、茶叶、烟叶等 9万 hm ，魔芋 、薇菜 、莼莱 、 

生姜、山药等特种蔬菜和其他反季节蔬菜 6 

万 hm ，草本中药材 3万 hm 。 

(3)发展壮大以草食动物为主的畜牧 

业，认真解决恩施州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以 

高耗粮型养殖为主、品种不优、饲养技术落 

后 、生产规模小和加工能力不足 、产品结构 

单一、市场受局限等问题。有计划地引进优 

良品种，改造现有草场，发展优质草场，提高 

单位面积载畜量。大力发展商品羊 、牛等草食 

动物，加快生猪、家禽等传统养殖业品种改良 

步伐 ，大力推进熟改生先进饲养技术，向适度 

规模经营方向发展。同时发展特种养殖业，稳 

步发展畜禽产品加工业 ，改造提高现有畜产 

品加工业 ，使火腿、乳猪 、香肠、皮蛋等传统产 

品扩大规模 ，提高质量。力争在 5年内，使商 

品羊饲养量达到 300万只，商品牛饲养量达 

到 30万头，蛋鸭饲养量达到 l 000万只，蛇、 

野鸡、果子狸等特种养殖业形成一定规模， 

到“十五”期末 ，畜牧业产值 占据农业总产值 

的半壁河山。 

(4)加快发展以中药材生产 、加工和氨 

基酸系列产品开发为主的药化工业。八峰的 

经验说明，一个产业的发展，关键在龙头企 

业的带动。恩施州素有 “华中天然药库”之 

称 ，已发现的野生药用植物有 168科 、854 

属 、2 088种，占全国中草药类的46％ ，动物 

药用资源也有 123种。药化工业跟不上去， 

就无法很好地利用。要象原州制药厂一样 ， 

采取出售 、引资嫁接等多种途径，千方百计 

盘活现有药厂，使之迅速发展壮太 ． ， 

I ， 

3 对策与措施 

3．1 加快绿色产品基地建设。培植壮大创 

汇农业龙头企业 

坚持“市场定项目，项 目选基地，基地连 

农户”的原则 ，发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优我廉”的优势 ，鼓励农 、工、科 、贸各方通过 

合资、合作和参股等多种形式创建绿色产品 

开发基地，特别是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绿色产 

业 ，开发绿色产品。通过 “公司 +基地 +农 

户”的模式 ，以产品为纽带 ，将绿色产品的产 

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合成一个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 

化经营，形成山上建基地、山下集镇或交通 

沿线办工厂，山外有市场的产业链布局。同 

时，各级政府加强投资引导，把扶贫项 目等 

资金捆绑起来，投入到有特色、科技含量高、 

珍稀名贵 、创汇能力强的绿色产业上，促进 

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多个上规模、上水 

平、上档次的绿色产品商品出口生产基地。 

坚持以小城镇为载体，狠抓绿色产品的 

精深加工和系列开发。绿色产品开发要以龙 

头企业为核心，发展龙头企业，应坚持以非 

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主体，以民营化为所 

有制实现形式。要大力推进乡镇企业改革 、 

改组、改造和民营化进程，突出抓好 30家州 

级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加大国有企业的改 

革步伐 ，促使一部分有条件企业，以多种方 

式参与绿色产品开发。当前 ，要突出抓好两 

大系列产品的加工生产 ，一是围绕本地资源 

优势，通过引进、消化 、扶持开发一批高新技 

术产品，促进八峰高科技园区_的建设，带动 

施恩堂药业有限公司、清江黼药厂的壮犬， 

突破性发展医药化工工业；利用硒资源，开 

发硒产品，狠抓粮油、茶叶 、饮料 、魔芋制品、 

薇菜、莼菜等绿色富硒食品的精深加工 ，鼓 

励有条件的县市聚合资源、资本、技术的优 

势 ，大力发展富硒食品工业。树立品牌意识 

和质量意识，按照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 

高起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要求 ，不断 

提高骨干品牌的质量。加大绿色产品的保 

鲜 、包装、卫生等方面科技含量的注人 ，努力 

提高产品档次和市场效益。在开发绿色产品 

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再走先破坏再恢复、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使产品开发 、产业 

发展与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相适应，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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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国内外市场 

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形式，但 

求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客商网络和项 

目推介网络，精心组织优势项目，利用优势 

资源，吸引一批大公司、财团和科研单位的 

合作。继续打好“世界硒都”牌 ，唱好特色资 

源开发戏 ，推出富硒资源和特色产品项 目， 

吸引外商、大商用高科技进行深度开发，提 

高引进项目的技术档次。充分运用外商的资 

金 、技术、管理和市场的优势与潜力，壮大本 

地绿色产业的发展。 

恩施州的王牌就是 “富硒”，要围绕 “富 

硒”二字作文章 、找卖点，扩大产品市场份 

额 ，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展开广告宣传攻势， 

全力抬升 “富硒”价值，让世界各地都知道 

卜 真正的 “富硒”食品就在中国湖北的恩 

施州生产。要继续推行大外经贸战略、市场 

多元化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进一步深化外 

贸企业改革，扶持发展民营外贸企业，争取 

自营出口权。继续搞好人世对策的研究和宣 

传 ，注重研究国际市场的规律。中国加入 

WTO后，市场准入放宽，市场开拓大有空间， 

为我们开辟新市场、新区域 ，形成多元化市 

场贸易提供了条件。因此要充分发挥国际市 

场中介人 经纪人的作用 ，把握进口国的市 

场消费倾向、购买能力、文化习俗和法律法 

规，有针对性地确立出口产品定位。要高度 

重视精细加工和精美包装，恩施州出口农产 

品大多是天然绿色产品，现在国际市场对绿 

色食品的要求是方便、营养 、卫生、天然、保 

健。因此，必须按国际标准，采用新工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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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农业生产率低 ，农产品成本较高， 

科技含量较低；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低，设备 

老化严重。因此 ，及时加强两大产业的技术 

创新，提高绿色产品的科技含量，是应对人 

世冲击的大事。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运 

用的能力。开发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农产品 

是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要抓 

紧自主研究和引进一批农业新技术，通过大 

力推广运用，提高恩施州农产品的科技含 

量。利用大专院校的科技优势，调动本地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 ，通过样板示范、项 目带动、 

科技人才共建等形式 ，把先进适用技术普及 

到千家万户，实行科技全程化、综合化、配套 

化服务，加强科技向各个生产环节 、各个工 

艺流程的渗透。二是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一方面要引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 ，另一方面抓好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建设， 

加快兴建州红庙农科所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 

园”，进一步办好天池山农科所 “植物组织培 

养脱毒繁育中心”和八峰高新技术产业园。 

三是鼓励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 

具有 “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的灵活机制优势，具有强烈的技术创 

新意识，是实现产业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大胆支持民营科技企业通过投资、租赁 、兼 

并、参股等形式参与国企产权重组，参与绿 

色产品开发。 

人才是贫困地区最稀缺的资源，必须把 

开发人才放在长远发展的首要位置 ，把培养 

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作为长远发展的大 

事来抓。一是开发 “地产品人才”，要通过送 

发展的体制格局。在发展绿色产业、开发绿 

色产品上，要制定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强 

化领导联系骨干产业 、龙头企业制度，推行 

科技 “一票否决”制度，实行重点企业培植制 

度。围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基本思路，从 

根本上摆脱过去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 

行的作法，着力组织协调。一是要在投资机 

制上，实行业主负责制。要改变过去投放资 

金“撒胡椒面”的做法，将扶持产业开发资金 

集中捆绑，通过龙头企业贷、放、收，承担资 

金投放风险。二是要培育产业发育机制。政 

府主要负责产业发展规划，通过政策倾斜 、 

舆论宣传予以导向，把具体操作过程交由经 

济主体——企业进行。 

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 

时，政府还要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 

源配置、经济环境整治，为绿色产业的发展 

创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硬环境方面，要坚 

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集中精力加 

强水电路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消除 

山区一 系列制约经济运行 主体发展的瓶 

颈。在软环境上，立足于为企业创造最宽松 

的环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主要是简化办 

理各类证照手续和程序，推行“一站式”优质 

服务。在国家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地放松部门制约和政策限制 ，努力为投资者 

创造一个按照国际惯例投资 、管理 、经营的 

良好环境 ，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构筑起顺畅的 

“绿色通道”，让恩施州的绿色产品理直气壮 

地迎接国内外市场的挑战。 

(责任编辑 胡俊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