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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下降

到 27.7%、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

国 家 前 列 、建 成 世 界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基

本 医 疗 保 障 网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

人 民 健 康 放 在 优 先 发 展 的 战 略 地 位 ，

把 建 设 健 康 中 国 上 升 为 国 家 战 略 ，不

断 深 化 医 疗 体 制 改 革 ，着 力 解 决 看 病

难、看病贵，让老百姓“病有所医”。

医保报销比例上升了
“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

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习近平

【故事】

55 岁的翁华是福建省三明市沙县

区 的 一 名 高 中 老 师 ，患 有 十 多 年 糖 尿

病。挂号、开单子、缴费、取药……患病

的前几年，跑医院对翁华来说是家常便

饭，在他印象里，每年个人医保账户里

的 2000 多元都不够用，常要自掏腰包。

“用的还是那些药，但好像自己要

掏的钱变少了。”2017 年前后，翁华发现

自己医保账户里开始有了结余。

三明市医保中心驻沙县区总医院医保

服务站工作人员给出了答案：首先是医保

起付线从750元逐渐降到600元，其次是医

保报销比例从 70%逐步上升到 90%，最后

是药价的不断下降，以一支胰岛素为例，自

付金额从近百元降到了如今的十多元。

除了“变薄”的医药账单，对翁华来

说，还有一个新变化：来医院的频次明

显降低。“特殊病种门诊一次可以开 2 个

月的药，不用经常跑医院了。我还签约

了家庭医生，不仅定期上门，还经常打

电话叮嘱我按时用药、复查。”

翁华只是千千万万三明医改受益者中

的一名。十年多来，三明以药品耗材治理改

革为突破口，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

联动改革，三明医改经验在全国推广。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覆

盖人口超过 13.6 亿，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连续开展

4 年，累计新增 507 个药品纳入全国医保

支付范围；国家集中带量采购 7 批 294

种药品、平均降价超过 50%。

大山深处的健康“守护人”
“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

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

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习近平

【故事】

手里拿着砍刀、身上背着药箱、行

走在深山悬崖边，这是村医张爱军日常

工作的一天。

张爱军所在的村子位于云南省怒

江州独龙江乡，这里地势险要、地广人

稀，有些村民住在偏僻的山上，常常连

路 都 没 有 ，他 就 拿 着 砍 刀 劈 开 一 条 小

路，为乡亲们做健康体检。

“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去做健康

服务的。”张爱军在去木当村民小组为村

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工作记录中写道。

当时正值雨季，前往木当的道路被

江水淹没，张爱军的妻子担心他一个人

不安全，便决定一起前往。

冒着雨，夫妻俩借着藤条翻越十多

米深的山沟。一进村，他们就开始用便

携式诊疗设备为村民们做健康服务，量

血压、测血糖……

除了帮村民看病，张爱军也会把村

民们的身体健康数据记录在智慧村医

系统里，既方便日常监测，也可以在第

一时间为远程诊疗服务提供信息，实现

资源共享。

【数说十年变化】

像 张 爱 军 这 样 的 基 层“ 健 康 守 门

人”还有很多，他们共同构筑了我国城

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的基础，为群众

在家门口解决日常的头疼脑热问题。

十年来，我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占比 53%；中心乡镇卫生院配

备 CT 等大型设备，卫生院配齐 B 超、数

字化 X 线摄影系统、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等设备；县域内常见病多发病就诊率超

过 90%，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不断

提高。

跨越三千多公里的医疗救助
“要构筑强大的公共卫生

体 系 ，完 善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体

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体系”

——习近平

【故事】

从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到能

够下床走动、甚至外出工作，西藏昌都

市洛隆县牧民巴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巴桑曾患有大骨节病，这是一种地

方性、变形性骨关节病，曾长期困扰我国

西藏、青海等地群众。患者关节疼痛、活

动不便，严重时可导致四肢及脊柱畸形。

早年由于医疗技术跟不上，像巴桑

一样的大骨节病患者只能默默忍受病

痛折磨。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国家派出专

业治疗团队前往西藏等地区开展救治

与帮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林剑浩医生

就是其中一员，他也是国家大骨节病和

氟骨症治疗专家组组长。

5 年多来，他与团队穿越三千多公

里赴藏 30 余次，为大骨节病患者提供关

节置换、关节矫形等救治，巴桑就是他

的患者之一。

“以前总给别人添麻烦，现在我治

好了，还参加了村里牧场公路的建设。”

如今，接受治疗的巴桑不仅生活可以自

理，还能给家人打酥油、做饭。

【数说十年变化】

十年来，我国地方病、传染病、慢性

病、职业病防控更有效有力；建成全球

最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直报系统，具备在 72 小时内检测

300 多种病原体的能力；共有国家、省、

市、县四级疾控中心 3376 家，卫生技术

人员 15.8 万名，各级疾控机构能力进一

步 提 升 。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我 国 不 断 织 牢 织 密 公 共 卫 生 防 护

网，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新华社北京10月 4日电）

深化医改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 ▲（紧接 1版①）近日在江西省鄱阳县

田畈街镇吴家村，种粮大户陈子元早早

来到山塘边打开水泵，听到水流进灌溉

渠的声音，他长舒了一口气。

今年江西遭遇罕见旱情，8 月中旬

鄱阳县紧急协调附近水库放水，但地处

引水渠末端的吴家村依然望水兴叹。镇

里召开了恳谈会，由镇长主持，相关部

门、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最终明确

了轮流用水、先远后近的原则。这让吴

家村近 4000 亩水稻免于绝收。

天道酬勤。面对今年国际粮价高位

波动、农资涨价、极端天气、局地疫情影

响等挑战，我国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

攻坚克难，夏粮、早稻实现增产，秋粮有

望再获丰收。这场季季紧抓的硬仗，有

力检验了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城乡居

民食物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今后农产

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

量。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和标准化生产。

树立大食物观，从耕地资源向整个

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

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各地

扎实推进，着力走出集约、高效、安全、

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放眼广袤农田，农业现代化建设成

效显著。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超过

54%，靠天吃饭的局面加快改变；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1%，取得了节水

抗旱小麦、超级稻、白羽肉鸡等一批重

大标志性成果，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 72%。

粮食产能十年再上一个千亿斤新

台阶。2021 年粮食产量连续第 7 年稳定

在 1.3 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到 483 公斤，越来越多绿色优质农产品

摆上百姓的餐桌。从目前秋粮情况看，

今年粮食产量能够实现 1.3 万亿斤以上

目标。

促进农民生活更加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时

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

村”“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既要加快脱贫

致富，又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向现

代化”。

8 年艰苦卓绝，8 年攻坚拔寨，历史

记录了这一伟大实践。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脱贫攻坚战在

新时代中国大地上打响——

22 个省区市向党中央立下“军令

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

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

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做到户户有责

任人，村村有帮扶队；实施东西部扶贫协

作，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技术培训……亿

万人民不懈奋斗，现行标准下 9899 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行路难、吃水

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

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各地接续推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完善低保、医

保、医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施，扎

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发展现

代农业、提升农村经济、增强农民工务

工技能、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拓展基本

公共服务、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

程度，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产业提质增效

助增收。各地加快建设初加工和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到 70.6%；休闲农庄、观光农园、农家乐

等 达 到 30 多 万 家 ，年 营 业 收 入 超 过

7000 亿 元 ；农 产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到

4200 多亿元。

现代生产经营促增收。我国以培育

计划为抓手，每年培训农民达到 100 万

人。各地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培育 95 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服务带动小农户超过 7800 万户。

改革给农民吃下“定心丸”。明确农

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置”政策，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并保持长久不变；基本完成承包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两亿多农户领到证书。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全面完成，农民

财产权利更多了。

农民关切事不断解决。农村供水供

电、交通道路、宽带网络和学校医院等

设施加快建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建

立，2895 个县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

2012 年翻了一番多，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上了一个大台阶。

努力实现乡村宜居宜业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这 20 个字，彰显出乡村振兴战略

的丰富内涵，也寄托着亿万农民群众的

真切期待。

乡村承载着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

障、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农村环境直

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

花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调整农业投

入结构，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

机肥使用比重，完善废旧地膜回收处理

制度。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实现全国行政村环境整治全覆盖，

基本解决农村的垃圾、污水、厕所问题，

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

田园风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部署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方案（2021－2025 年）》。各地各部门

真抓实干，不断擦亮农村的绿水青山，

扎实解决农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交

出了靓丽的答卷。

近些年来，经过清理池塘、修建道

路、拆除违建、牲畜圈养等系统整治，池

子变身荷塘，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小广

场、小凉亭干净清爽。村庄变美后，村民

们办起农家院，吸引八方游客。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村生活环境

更宜居。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超过 70%，农村生活垃圾进

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乱排现象基本

得到管控。

农业生产方式更绿色。实施果菜茶

有机肥替代化肥和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试点，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模式，化

肥农药使用量连续多年保持下降势头，

利用率平均达到 40%以上。畜禽养殖大

县开展整县推进粪污综合利用，全国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87%以上，农膜回收利用率

超过 80%。

生态系统更健康。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开展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长江十年禁渔成

效初显，水生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日子越过越红火，芝麻开花节节高。

越来越多农民群众的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生活习惯清洁卫生，精神面貌

也焕然一新。

近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倡导孝老爱亲、勤俭持家，文明新风

吹遍田野乡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

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

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

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推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

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

面强起来”。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组织领

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逐步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扎实开展。各地深入挖掘农业文化

遗产资源，打造特色农业产业品牌，弘

扬优秀农耕文化。

各地各部门加强“钱、地、人”要素

支持。把乡村振兴作为财政预算安排的

重点，制定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用地政策，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

特聘计划，大力培养乡村工匠，引导城市

人才服务乡村，农村创新创业蓬勃发展。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三农”领域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

供了重要支撑。面向未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亿万中国

人民团结一心、辛勤耕耘，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必将在希望的田野绘就更加壮

美的画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4日电）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卓萌 姜鸿丽

通讯员 卜一凡

【名片】

黄健刚，常德河街钵子楼餐馆老

板，土生土长的常德人，早年在四川做

电台主持人，后回到家乡从事餐饮行

业。2019 年钵子楼开业以来，受疫情影

响两次停业。不裁员、不降薪，黄健刚抓

住消费“隐性”变化，通过延长营业时

间、拓展营业项目满足顾客消费新需

求，经营状况逐渐好转。

【故事】

10 月 1 日，国庆假期第一天，常德

柳叶湖河街游人如织。夜晚，临河一侧

传 来 悠 扬 的 民 谣 。钵 子 楼 餐 馆 的 客 人

坐 在 露 天 餐 桌 旁 或 亲 水 长 廊 里 ，端 着

啤 酒 、鸡 尾 酒 ，一 边 小 酌 一 边 闲 聊 。桌

上 钵 子 菜 炖 得 滚 开 ，湖 风 送 来 阵 阵 凉

爽。食客生活工作的烦恼，随着啤酒逸

出 的 气 泡 和 钵 子 菜 升 腾 的 蒸 汽 ，消 散

在夜色中。

当天，钵子楼接待客人 200 多人，日

营业额突破 1 万元。

因疫情两次停业，菜品
损失逾 10万元

钵子楼原本是家川菜馆。2016 年，

常德柳叶湖河街开街，黄健刚在最繁华

的一段租了铺面，开起川菜馆，正门临

街，后门对着穿紫河。

开店伊始生意火爆，两三年后有些

不温不火。经过一番思考，黄健刚决定改

为经营最具常德本土特色的钵子菜。因

为，来河街消费的，既有本地市民、也有

外地游客，常德本地人爱吃钵子菜，外地

游客更不用说，当然要吃当地特色美食。

就这样，2019 年，全新的钵子楼开

张，生意红火。

没想到，还没“热”上一年，钵子楼

就被泼了盆冰水。2020 年初遭遇突如其

来的疫情，钵子楼停业一个多月，不仅

当月颗粒无收，还损失一笔近 6 万元的

食材采购费用。

2021 年 8 月，正值暑期旅游黄金季，

河 街 再 度 因 疫 情 封 控 半 个 多 月 。这 一

次，菜品损失近 5 万元。

“尽管生意不好做，店里没有为了

降 低 支 出 而 裁 员 。客 人 少 了 我 们 事 也

少 了 ，工 资 还 是 照 样 拿 。”店 员 胡 小 红

说 ，6 年前钵子楼还是川菜馆的时候 ，

她就在店里工作。“店里很多都是老员

工 ，跟 着 我 这 么 多 年 ，都 不 容 易 ，要 保

障他们的工作与收入。”黄健刚说。

最 让 黄 健 刚 感 动 的 是 ，生 意 不 好

时，好几名员工主动向他提出轮班，按

照工时付薪水，希望以此减轻钵子楼的

经营负担。

多样化经营，打造顾客
青睐的消费场景

今年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好转，河街重燃烟火气，长时间闭

店的情况没再出现。让黄健刚担忧的是

顾客消费习惯的改变。

疫情刚开始时，黄健刚心想，等这一阵

子过去，顾客就会“报复性消费”。“结果迟

迟没等到顾客‘报复’我。”黄健刚笑着说。

他明白了，光等不行，面对顾客消费意愿降

低这一新变化，要更主动地寻找出路。

先是从菜品提质下功夫，钵子楼利

用常德各地的特色食材制作钵子菜，汉

寿甲鱼、桃源土鸡、安乡谷鸭等，让顾客

“一桌吃遍常德”。店里还推出私人订制

的钵子菜、火锅等。

河街的商户，在傍晚日落时分迎来

客流量高峰。可惜夜生活“夜”得不够彻

底，晚上 9 时左右，许多店铺便早早收摊

打烊。“这个点还有不少沿河散步的人，

消费却很少。能不能把晚上 9 时以后的

时间也利用起来？”黄健刚琢磨着。

去年 4 月，黄健刚把钵子楼临河一

侧的包间改造成“走心小酒馆”，主要经

营酒水、零食、烧烤，也提供钵子菜。员

工两班轮值，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 1 时。

店里还请来几位歌手驻唱，为晚间食客

助兴。今年，黄健刚利用正门廊道处的

闲置空间增开一处小吃档，卖馄饨、花

甲粉、墨鱼饺儿面等小吃零嘴。

音乐、酒饮、美食、湖景，钵子楼营

造的轻松消费空间，吸引了大量客人。

今年 6 至 7 月，钵子楼营业额与去年同

期相比上涨近 30%。每晚 6 时后的营业

额，占全天营业额的 80%以上。“营业额

不断上升，每个月近 20 万元，我们团队

对未来信心满满。”黄健刚说。

【感言】

关注“隐性”影响
顺应消费新需求

卓萌

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的，除了“显性”

变化，还有“隐性”影响。

对餐饮业来说，区域封控、食材涨价、

流动人口减少，这是“显性”变化。人们消

费习惯改变、消费意愿降低，这是“隐性”

影响。

常德河街钵子楼积极关注和思考外

部环境的“隐性”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

略，通过营造消费场景、延伸消费时间与

空间，顺应人们的消费新需求。在充满不

确定性的时代，钵子楼用美食、酒饮、音

乐等“轻消费”“微消费”产品，带给顾客

确定的温情与安心，“热”了河街的夜经

济，也实现了自身的良好发展。

在坚守中毅行
等不来“报复性消费”，常德河街钵子楼餐馆抓住消费“隐性”变化，打

造多样化消费场景，满足消费新需求——

钵子菜不怕“凉”，添把“火”滚烫鲜香

▲ ▲（上接1版②）

该剧由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打造，以明末清初的大庸为背景，

讲述大庸男儿英勇抗倭、为国捐躯，大庸

女性敬重英雄、为爱坚守的感人故事。1

个小时的演出，巧妙地展现了张家界的

八千奇峰和三百秀水，并将非遗与民俗

纳入剧情，过赶年、摔碗酒、哭嫁、澧水号

子、桑植民歌、茅古斯舞、西兰卡普……

张家界自然风光与历史人文魅力尽显。

值得一提的是，《遇见大庸》剧院包

括 1 个演前空间和 5 个演出空间。观众

通过检票口来到室内步道，经过数层青

苔瓦片逐步“下沉”，仿佛置身于曾经鼎

盛繁华的大庸古城。演出空间内，349 个

360 度旋转座椅构成了一条古老澧水的

大 船 ，载 着 观 众 驶 向 张 家 界 的 南 门 码

头；同时，剧场利用 3000 平方米的 LED

屏幕和全景多声道系统等各种设备道

具，从视觉、听觉上构建逼真的大庸古

城生活场景，让观众告别“看客”身份，

真正成为故事的“亲历者”。

“口碑不错，正计划再次加演。”张旅集

团相关负责人金鑫介绍，该剧从 9月 20日

复演以来收获不少“票房”和口碑，尤其

是国庆期间，上座率高达 90%，演出场次

从原来的每天 2 场增至 3 场。目前，正根

据观众购票的情况计划再次增加场次。

金秋十月，神州大地一片喜庆的丰收图景。图为 10月 3日拍摄的广西靖西市

禄峒镇平江村田园景色。 新华社 发

▲ ▲（紧接 1版③）“清理烟头、杂物，发现

病 虫 害 ，救 助 受 伤 动 物 …… 事 情 多 着

呢。”他说。

去年 12 月，刘小培及时发现松材线

虫疫情，当地林业部门迅速对疫木实施

无害化处理，成功阻止病害扩散。

有了网格化责任制“加持”，全省各

地森林、湿地管理更细致、及时、精准。

为激发林长制功效，我省还加大了科技

投入力度，以科技赋能林长制。

如今，湖南的山有人看、林有人护、

火有人管。

生态提质：重大改革稳步推进

2011 年，我省成为全国国有林场改

革试点省，将原宁乡县黄材、城大国有

林场合并为青羊湖国有林场，由省林业

局直接管理，作为探索林场改变“以木

材经营为单一主业经营模式”的改革试

验平台。

放下斧头电锯、专心造林护林，青

羊湖国有林场真正把生态维护起来。10

年来，林场森林覆盖率从 89.93%提高到

97%、活立木蓄积量由 6.17 万立方米增

加至 11.57 万立方米，几乎翻倍。

生态质量提升带来了森林生态服

务效能显著提高。如今，青羊湖国有林

场年均林业碳汇产值达 1000 万元，森林

康养旅游蓬勃发展。据测算，林场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已突破 22 亿元。

据介绍，到 2016年，我省全面完成国

有林场改革，所有国有林场全部定性为公

益性事业单位，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

此 后 ，全 省 国 有 林 场 改 革 持 续 深

化，秀美林场、两型林场、现代示范林场

建设扎实推进，国有林场整体生态服务

功能显著提升。

重大改革稳步推进，如同“强心剂”，

加 快 了 湖 南 生 态 环 境 提 质 进 程 。过 去

10 年，我省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195.39 万

公 顷、封山育林 175.39 万公顷、退化林

修复 123.52 万公顷、森林抚育 497.64 万

公顷、湿地修复 9.67 万公顷。

截至目前，全省共设立各类自然保

护地 582 处，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

质公园、自然保护区等 12 个类型，总面

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1.27%。

随着改革持续深入，林业发展活力

日益释放，自然生态系统功能逐年增强。

生态惠民：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前不久，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我的美丽

乡村》栏目组专门来到常德市临澧县久丰

村，探究这个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如何快速

变成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答案显而易见：种植油茶。村里 500

多户村民以荒山入股，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模式，在全村种植油茶 7200 亩，打

造出全县规模最大的油茶种植基地。

久 丰 村 其 实 并 不 特 殊 。在 三 湘 大

地，油茶早已是名副其实的惠民产业、

富民产业。截至 2021 年底，我省油茶林

总面积达 2277.45 万亩，年综合产值达

688.63 亿元。

除了油茶，还有桃江竹笋、绥宁竹

木滑板、靖县茯苓、新化黄精、通道“黑

老虎”、慈利杜仲等一大批优势特色产

业，为我省广大林农增收。

在“中国红花檵木之乡”浏阳市，培

育 5 年的红花檵木球，每棵单价 500 元。

镇头镇干口村栽培红花檵木 4600 余亩，

每年为全村创造产值 8000 多万元。

省林业局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

我省花木种植面积 166.05 万亩，年直接

销售额 140 亿元，年综合产值 630 亿元。

目前，油茶、花木、竹木、森林旅游

与康养、林下经济成为我省林业重点打

造的五大千亿产业。2021 年，全省林业

产业总产值 5405 亿元，其中森林旅游与

康养就实现综合收入 1206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