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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库披新装
绿电亮万家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文/图

深秋时节，位于分宜县分宜镇横溪村的大型

光伏发电基地，一排排湛蓝色的光伏面板在阳光

下闪闪发光，如同一片蓝色海洋。国网分宜县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基地巡护，协助基地运营公

司检测发电设备运行状况。

光伏发电基地以前是分宜电厂的灰库，电厂

发电产生的大量粉煤灰被运到这里，逐渐形成了

一座占地 2900 余亩的尾矿库。2015 年起，分宜县

经过实地调研，利用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科学实

施绿色新能源项目发展清洁能源，为这片土地重

新披上绿装，将其从“灰色记忆”转变为“绿色希

望”。“去年，基地发电量为 7000 余万千瓦时，均已

被电网消纳。”国网分宜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钟玉

介绍，曾经的尾矿库正由“灰”变“绿”，不仅为大地

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更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

转化为清洁电能，输送至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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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黄精 、广昌食用菌 、弋阳雷

竹、赣南茯苓等具有区域特色的林下

经济产品琳琅满目，林药、林菜、林粮、

林游、林禽、林畜等林下经济经营模式

不断涌现，野生菌类、药材、山野菜和

天然香精香料、植物精油等采集加工

如火如荼，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蓬勃

兴起……放眼赣鄱大地，林下经济发

展“三千亿工程”正加速推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江 西 考 察 时 指

出，要发展林下经济，开发森林食品，

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我省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截至

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3.35%、森林

面积 1035.4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超 7
亿立方米，建有油茶林 1650万亩、竹林

1765 万亩，林下经济产业基地总规模

3762万亩。这为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了

多样化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林下经济面临产

业链条短、科技支撑不足、品牌影响力

小、缺乏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等多重

挑战。推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还

需立足区域优势，加强创新，协同发

力，因地制宜探索构建以产地生态、产

品绿色、产业融合、产出高效为方向的

林下经济发展格局。

坚持绿色方向。我省是兼具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国家试点的省份之一，生态资源

十分优越，多项生态环境指标位居全

国前列。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坚持林下经济与绿色发

展相结合，着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

业生态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养产

业，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加强康养

基地建设，开发森林绿色生态产品、产

业，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

机食品，以生态“含绿量”提升经济发展“含金量”。

坚持市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是保证林农持续增收的有效途径。充分盘活绿水

青山、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等资源，探索“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运作模式，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森林康养、农耕体验等新业态。优化产销对接，打造

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营的生态资

源资产经营管理平台，推动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

加强市场供求信息服务，大力推广林下产品“订单生产”

“农超对接”等直采直供模式，确保林产品产得出、卖得

好、有效益。

坚持科技支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打通从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通道，为产

业发展引智聚力。加大科技投入补贴力度，加强产学

研一体化发展，支持相关经营主体与科研院所合作，推

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加强林下经济科技人才

和产业人才引进及培养，实施林业科技特派员行动、送

科技下乡活动，通过专题讲座、产业培训、科普宣传等，

强化林下经济产业链各环节技术服务。推进“数智林

业”建设，以科技之力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

坚持品牌塑造。积极开展“绿色食品”“森林食品”

“地理标志产品”的创建和认证工作，逐步把林下特色产

业打造成林下经济名牌产品。充分挖掘各地区域优势，

强化林业龙头企业品牌效应，培育一批典型的林下经济

企业和大户。完善林下经济上下游产业配套，推进林下

经济高效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一村一品”“一域一牌”行

动，支持龙头企业创建一批辐射带动作用强、市场占有率

高、特色鲜明的林下经济特色品牌。强化品牌保护意识，

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推介林下特色产品，提升林

下经济特色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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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湖区深化林长制改革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严小云）新余市仙女谷景区

昔日是一片荒地，依托仙女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资源，

通过适度规模流转，已开发出千亩茶园、中草药种植

园区，让村民从土地流转、劳务、合作种植等多渠道获

得产业发展成果。

近年来，新余市仙女湖区持续深化林长制改革，通

过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打造森林旅游，全面发展“森林+
林下旅游”等产业，探索“康养+医疗”“康养+教育”“康

养+文创”等森林旅游经营模式，目前已建立森林旅游

（康养）基地 2个、森林旅游（露营）基地 5个，共投入 1亿

元用于森林旅游建设，全区认定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2
个、省级森林体验基地 2个。1至 8月，全区森林旅游基

地累计接待游客 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亿元，辐射

带动周边农户5000余户就业，户均增收万余元。

横峰数字化诊所赋能企业升级
本报横峰讯 （通讯员余琳）今年以来，横峰县积

极探索启动数字化诊所建设，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兴隆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锂电资源回收

加工再利用的企业，具有生产工序简单、生产进度不透

明等一些中小企业的典型特征。横峰数字化诊所转型

服务团队通过搭积木式选择适合企业的功能模块，以

最小的投入达到定制化系统的效果。目前，该企业通

过搭建ERP系统和MES系统，打通数据在两个系统中

的流转，实现企业从合同签订、原材料入库、产品生产进

度管控、销售回款等全流程管控。

横峰数字化诊所成立以来，转型服务团队深入企

业开展入企诊断，分级分类指导推进企业精准提档升

级。目前，数字化诊所已入驻服务商 5 家，诊断专员及

接诊员共 15 名，72 家企业已签订诊断协议，启动改造

企业 54家，改造完成企业 38家。

种植基地内，一个个钢架菇棚陆续竣

工；堆料场中，原料已然备齐；食用菌加工

企业里，一车车双孢菇罐头正准备开启海

外之旅……丹桂飘香的季节里，乐安县双

孢菇产业的每个环节，都充盈着产业蓬勃

发展的活力。

乐安县双孢菇种植兴起于 1998 年，依托

秸秆畜粪资源丰富等优势，最高峰时有 1000
多个大棚且产品远销海外。2008 年，受市场

因素影响，双孢菇价格暴跌，该产业一蹶不

振。2019 年，乐安县将双孢菇产业列入全县

设施农业生产重点项目。截至目前，该县双

孢菇种植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年产值超 1.3
亿元，带动全县 8000 余人务工，人均增收超

6000元。

稳产有方法

推动双孢菇产业的振兴发展，稳产是乐

安县迈出的第一步。

9 月 25 日，位于乐安县增田镇长江村的

智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景象。一

排排镀锌钢管搭建的大棚外，摆放着 20余台

空调设备，合作社负责人黄年龙正在指导工

作人员进行安装。

“去年，我尝试打造了 5 个空调恒温棚，

效果不错；现在我正着手将合作社 34个菇棚

全部改成空调恒温棚，国庆假期期间可完工

投产。”黄年龙介绍，空调恒温棚每平方米双

孢菇产量达 25公斤，比之前的钢架棚产量高

25%左右，还不受季节限制，每 3 个月就可以

出菇。

“为促进产业发展，今年，我县将 500 个

传统菇棚升级改造成了钢架种植棚，并打造

约 100 个空调恒温棚，使全县大棚种植面积

达到 90 万平方米以上。”乐安县农业农村局

蘑菇办负责人张国林告诉记者，大棚升级后

不仅产量是原来的 2 至 5 倍，还能相互配合，

让生产变得更灵活。目前，该县棚均产值达

5.5 万元，最高单棚产值可达 7.8 万元，净利

润 3万多元。

除大棚的全面升级外，原料集中供应也

是当地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一招。

乐安县在山砀镇、罗陂乡两地新建了两

个集中堆料场，为全县的双孢菇种植提供原

料。“过去大家各自为战，原料成本高，还对

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张国林介绍，如今，只

要种植户一个电话就可以送货上门，十分方

便。同时，生产原料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等都

会进行集中处理，不仅降本增效，还有利于

生态环境的保护。

销路有保障

产 得 好 还 要 销 得 好 。 面 对 竞 争 激 烈

的市场，乐安县双孢菇产业如何做到处变

不惊？

9 月 25 日，位于乐安县鳌溪镇前坪工业

园区的江西华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菇香扑鼻，一罐罐双孢菇罐头鱼贯而出。“我

们每天加工罐头，能消化 10 余吨双孢菇，订

单多时鲜菇消耗量更大。”该企业生产厂长

杨建华自豪道。

“鲜菇销售仅能消化全县双孢菇 30%的

产量，其余的都要依靠食品加工企业解决。”

张国林告诉记者，过去深加工一直是当地双

孢菇产业发展的短板，效益好不好，完全取

决于外地食品加工企业收购的行情。

为破除发展瓶颈，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乐安县以“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

值链、共享利益链”为主线，引进培育了 3 家

食用菌加工企业，制作罐头产品用于出口。

目前，落户前坪工业园区的江西广雅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江西樟源食品有限公司、江西

华香食品有限公司等食用菌深加工企业，每

年可收购县内 30%的双孢菇，并出口 6000 余

万元的罐头产品。

本 土 加 工 企 业 的 培 植 让 销 路 有 了 保

障，种植户在发展过程中也游刃有余。正

在合作社内联系堆料的黄年龙告诉记者，

这几年行情不错，价格稳定，收购企业还会

支 付 预 付 款 ，减 轻 他 们 购 买 原 料 的 压 力 。

“通过协商，提供订单的企业会按照每个菇

棚 1 万元的标准支付预付款，让菇农用以购

买原材料。”张国林介绍，这让种植户们节

省了几乎一半的流动资金，可以更好地扩

大生产。

同时，乐安县积极推进“（公司）农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由（公司）农业合作

社提供服务，菇农做好管理，产品由公司保

价收购，实现产业的产、供、销一体化发展。

2023 年，该县鲜菇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 8.4
元，统菇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 6.4元。

产量提上去 销路打开来
——看乐安县如何推动双孢菇产业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多次打破次元壁跨界联动，与动漫《一

人之下》、网剧《异人之下》和动漫《师兄啊师

兄 2》强强联动，网络曝光量超 8亿次；

成功打造“动漫第一山”年轻化动漫 IP，

被迈点研究院评为 2023 年度全国文旅融合

示范项目，龙虎山动漫系列活动被省文旅厅

列为江西十大文旅热点；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龙虎山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 72.84 万人次，其中 10 月 3 日单日

接待量达 13万人次，累计接待量和单日接待

量均创历史新高；

…………

近年来，鹰潭市龙虎山景区通过动漫 IP
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实现了传统景区在互

联网生态下的跨界“出圈”，年轻游客体量稳

步增长。当二次元邂逅“动漫第一山”，龙虎

山景区的探索为文旅产业开拓空间、多元发

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捕捉个性化需求
借力营销“出圈”

去年暑期，龙虎山景区联动腾讯动漫《一

人 之 下》IP 开 展 了 为 期 3 天 的 龙 虎 异 人 录

——第一届龙虎山动漫嘉年华，线下游客量

同比增长 3000余人次，线上曝光量超 6亿次，

微博话题#龙虎异人录#登上热搜第三位。

“善借‘东风’，营销‘出圈’。”鹰潭市文

旅投集团大数据中心负责人王坚表示，在

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龙虎山景区结合“国

漫+景区”，把动漫的深度消费与旅游结合

起来，为游客们带来了沉浸式动漫旅游体

验。特别是近几年，龙虎山作为一些热门

剧集取景地、动漫故事发生地，让景区得以

借力这些大热 IP 的号召力，在互联网传播

中获取流量。以嘉年华为例，景区设计了

《一人之下》IP 展示、歌舞表演、沉浸式游戏

闯关等丰富内容。借助依山傍水的自然优

势，景区别出心裁地首创了水、陆两线逛漫

展模式，在泸溪河上布置了 2 艘动漫花船，

邀请动漫 COSER 在花船上与往来竹筏上

的游客互动，让游客们直呼“山水与角色好

配”“龙虎山太懂我了”……

“活动期间，我们在线上、线下同步宣传，

不断推高活动热度。”王坚介绍，比如前期开

展的“哪都通‘临时工’招募”，一经发布便吸

引了 1000 多名全球学子报名。活动中，景区

还通过设置抽奖、话题互动等形式，引导年轻

游客自拍、分享、上传，从而在社交平台引发

新一轮讨论，吸引更多二次元爱好者关注。

打破次元壁垒
国漫与景区虚实交互国漫与景区虚实交互

国庆假期来到龙虎山景区，可以看到各

种经典国漫角色由真人演绎——正在检票的

是《一人之下》中的张楚岚，景区导游是《狐妖

小红娘》中的涂山苏苏，划着竹筏的是童年经

典葫芦娃……这些由景区工作人员扮演的动

漫角色，还会用人物台词与游客互动，为游客

营造跨越现实与虚拟的沉浸式体验。

“以往龙虎山景区以接待游客团为主，

且客流的年龄结构偏大。我们通过打造‘动

漫第一山’，在景点设置、营销包装、配套服

务等方面进行一些差异化调整，提升年轻人

的游玩体验。”鹰潭市文旅投集团营销管理

相关负责人孔海亮介绍，龙虎山景区敏锐地

抓住了国漫文化流行的关键节点，让游客在

观赏风景的同时，还能与景区产生深度互

动，从而增加游客的黏性。

根据动漫粉丝的旅行方式和消费习惯，

龙虎山景区在《一人之下》动漫同场景桃花

洲、天师府等地专门设置了 4 处打卡点，给

足游客打卡仪式感。碰上重大节庆活动，景

区还会邀请配音演员、动漫 COSER、国风歌

手、舞蹈演员等进行表演，增加看点、玩点。

同时，景区通过官方账号收集网友建议，满

足粉丝“私人订制”要求。

“通过持续性地举办二次元表演赛事、

动漫内容植入、举办动漫集市、引入影视拍

摄等，全方位增强龙虎山景区在动漫行业内

的消费吸引力及文化感染力。”孔海亮表示，

景区还在策划推出动漫旅游专线，深度开发

相关旅游产品。

打造 IP
以优秀传统文化引流以优秀传统文化引流

国庆假期前夕，龙虎山景区官方文创产

品旗舰店——“道礼”正式开业。龙虎山形

象的文创雪糕、冰箱贴，各种纳福送吉的小

葫芦，内有乾坤的盲盒祈愿扇以及饰品、摆

件、明信片等上百种原创产品琳琅满目，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选购。

“我们运用‘动漫+’模式，实现与旅游产

业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增强景区的叙事

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王坚介绍，景区举办

了龙虎山动漫形象 IP 征集赛，系列化设计推

出了各类原创周边产品，定期发布“道系青

年”系列短视频等，旨在通过全新的表达方

式，讲好龙虎山的故事。

同时，龙虎山景区还在寻求与更多的动

漫、游戏产品合作、联名，通过推出龙虎山 IP
动漫作品，引入动漫企业落地，打造动漫产

业链等方式，让传统文化元素与网络传播方

式互相赋能，不断提升“动漫第一山”IP 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9 月 24 日，番茄小说在龙虎山景区正式

启动“番茄读旅季”活动。王坚介绍，希望通

过这类跨界合作，让更多的创作者了解龙虎

山，并从道文化、古越文化中汲取灵感，在更

多的网文、动漫等作品中出现龙虎山的故

事、场景和元素。

为擦亮“动漫第一山”的名片，龙虎山景

区还积极开展文旅融合产业链的协同合作，

以影视基地建设为契机，吸引合作伙伴在此

孵化创意、生产高质量影视作品，推动作品

的落地、传统文化与国漫新 IP 的打造，从而

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加快实现“国漫+景

区”跨界融合多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