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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三元”，是山西省襄汾县

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大手笔。在县

委 、县政府统一部署下，农业 、林

业、畜牧业等主管部门主抓，财政部

门积极支持配合，这一方略逐步落

实。目前初见成效，结构顺利调整，

农民收入增加，并展现良好的效益

前景。
所谓“绿色三元”，就是种植红

薯，形成红薯—淀粉—粉条（丝）系列

化；种植牧草（苜蓿）、饲养牲畜一体

化；植树（三倍体毛白杨，简称三毛

杨）、造纸一体化。
为什么要采取“绿色三元” 进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是县委 、县政

府经过综合论证确定的。襄汾县有

人口 50 万，其中有 43 万是农民，耕

地 100余万亩。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

以种粮棉为主；进入 90 年代，蔬菜、

水果等种植 面积开 始增加。这期

间，周边的市县乃至许多地区，大多

采取的是这类办 法。襄汾县觉察

到，结构调整雷同，产品销售市场就

会相对狭小，效益就难保证；本县有

种红薯的传统，种草植树也有充分

的资源，而薯产品、畜产品都有广阔

的销售市场，三毛杨是理想的造纸

原料，纸的销路也看好；也就是说，

只要通过一定的科学转化，就可生

产出相对的 “人无我有” 的产品，达

到有效调产，带动一方农民增收的

目的。于是，确定了发展三大产业—

“绿色三元” 的调产思路。
通 过 三 年的 积极 落实 ，调产

快，效益好。

——种草养畜一体化。襄汾县

发展牧草以种植苜蓿为主。苜蓿是

多年生植物，一次种植，多年收获，

富含蛋白质。在一般管理水平下，年

产苜蓿鲜草 9000 斤左右，高者可达

10000 多斤。如果农民出售鲜草，一

亩年收入在 800 元上下，是同等条件

下种植小麦收入的 3 — 4 倍。县里鼓

励农户草畜配套，规模饲养，这样可

以多增加收入。基本情况是，一亩苜

蓿可养 10 只羊、10 只兔或 2 头牛（养

牛还需补充一些秸秆饲料），经过繁

殖和育肥，无论是养羊、养兔还是养

牛，年销售收入都有 3500 — 4000元。
为此，县里狠抓这项主导产业，以草

养畜，以畜促草，引导规模种养，形

成一体化。全县计划拿出 20 万亩良

田种草，目前已种草 1 0 万亩；建成

5 条牧草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 3

万余吨；引进优良品种，改良本地牛

羊，目前已建有百头牛场 20 个、 千

只以上羊场 18 个、万只兔场 5 个，

全县存栏牛 、羊、兔分别达到 8 万

头、35 万只和 150 万只，年产值可达

1.5 亿元。肉牛优种覆盖率已达 90%

以 上。

——红薯产品系列化。薯产品

不仅可以内销，还可以出口外销。红

薯一般亩产3000—5000斤，采用“红

薯脱毒” 后，亩产可达 4000 — 7000

斤。5000 斤红薯可出淀粉 800 — 1000

斤，售价每斤1.2元左右，亩收益 1000

— 1200 元；如果制成粉条出售，每

亩收益 1000 — 1800 元；如果由规模

厂家净化、包装出口，每吨粉条可卖

7000 元。2002 年襄汾县出口韩国 60

吨，2003年又订货 200吨，供不应求。
全县计划种植红薯 30 万亩，现已种

植 15 万亩，年产红薯 35 万吨，其中

80% 加工增值销售，产值可达 2.2 亿

元，亩均收入 1500 元。仅红薯一项，

全县农民人均可收入 500 元。

——植树造纸一体化。三毛杨

是工程院士朱子悌培育、国家认可

在全国推广的树种，生长快，纸浆

白，可制造高质量的新闻纸和生活

用纸。襄汾县规划种植三毛杨 30 万

亩，近三年已种植 16.5 万亩，其中成

片林 8 万亩，农田林网、道路宽林带

和房前屋后植树 8 万多亩。以本县 30

万亩林为依托，拟上马一个年生产

能力 1 0 万吨的杨木纸浆造纸厂，该

项目已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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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最后批准。纸厂竣工投产后，30

万亩林远不够用，因此总体规划造

林 300 万亩，即可辐射周边多个县市

农民种植三毛杨增加收入，纸厂不

仅可广泛带动农民增收，一年还可

提供 1 亿多元的税收。据测算，1 亩

5 年林可产木材 12 立方米，每方售价

400 元左右，年均亩产值 900 元。这

两年不少农民开始通过育苗增加收

入。1 亩可种植 6000 株，去年 1 年苗

每株售价 1 元，1 亩可获纯收入 4000

元左右。
为培育发展这三项主导产业 ，

落实产业结构调整 ，确保农民增

收，县委 、 县政府采取实施规模种

养、整体推进的办法，据以制定了一

系列有力措施，推动 “绿色三元”扎

实开展。
（一）加强领导，层层负责。县

委、县政府制定了《关于牧草基地建

设的实施办法》，成立牧草产业领导

组和工作班子，因势利导，做好发展

规划、经营政策 、 落实资金等项工

作。实行县四套班子领导包乡镇责

任制，县直单位包村 、包片、包农

户、包任务责任制。乡镇书记、乡镇

长要作为建设牧 草 基地第一责任

人，必须承担连片在 300 亩以上的牧

草示范田。要求包村单位的领导要

沉下去，住下来，带着群众干，做给

群众看。特别是要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坚持按照成方连片的标准

要求，做好土地流转工作，千方百计

解决群众种苜蓿的资金问题，并掌

握好种植技术，精心指导。每个村至

少培养一个种植 1 0 亩苜蓿以上的典

型示范户。通过落实责任制，对口帮

扶，出钱出物出技术，仅种苜蓿一

项，各单位就持扶钱物 100 多万元。
（二）科技支撑，市场引导。引进

优良品种和生物技术，兴建 “绿源”

红薯脱毒基地，计划每年为全县培

植 3000 万株优种脱毒薯苗，使红薯

亩产平均增长 30 — 40%。2003 年为

全县供应 1500万株，可种植 4000 亩。

脱毒薯苗可以 三年不退化，农民在

三年内可以自繁自育薯苗，节约成

本，增产增收。计划扶持三个万吨淀

粉加工厂 ，以 保证敞开收购农民交

售的淀粉。目前已扶持培育了年产

3000 吨粉条（丝）的 “金田园”、“襄

绿”、“绿源” 三个龙头企业，并为有

关产品申报绿色认证。投资 100 万元

建成优种养繁育场，引进了波尔山

羊、道赛特等世界名羊；建成了两个

中心改良站，45 个冷配站；要在 3 —

5 年内使地方羊全部得到改良，目前

50% 以上的牛、羊、兔实现了品种改

良。新上了两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利用机焦厂废气做燃料的牧草烘

干设备，规模化、高质量加工牧草。
聘请专家前来考察，对种植三毛杨

进行培训指导。依托县绿源公司组

建了县红薯协会 ，吸收镇村技术

员、经纪人、重点种植户、加工业主

参加，聘请省农科专家作顾问，形成

了集技术服务 、 加工转化和市场营

销为一体的新型合作组织，提供产

前 、 产中 、产后服务，实行定单生

产，使产、供、销、加（工）一体化的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三）政策优惠，注入活力。为了

整体推进、规模种养，县里要求建立

合理有序的土地流转机制，允许采

取租赁、转让、返租、 承包等多种形

式，促使土地尽可能向牧草种植大

户集中。要求牧草加工企业进一步

扩大与农民 签订收购合同总量，并

制定最低收购保护价，保证现金支

付，不得打白条，保护农民利益和生

产积极性。农户可在承包田里建立

养殖场 ，并保 证为其优先供水供

电。开设农副产品绿色通道，凡拉运

牧草、畜牧产品的车辆，在县境内一

律畅通无阻，交通、工商等任何部门

不得以任何借口拦查、罚款、收费，

经过按规定设立的公路收费站卡，

相关事宜由县里出面协商解决。所

有规模养殖场和牧草加工企业 ，自

建立之 日 起 ， 三 年内 免收一切费

用。工商部门要为这类企业办理一

切 手续 ，通 信部门要确保信息畅

通，金融部门要最大限度提供资金

支持。2002 年信用社优先向农户发

放小额贷款，总额达 6000 多万元。
对重点扶持的 50 个草食畜规模养殖

示范场（区），给予贷款支持，达到要

求的，可享受一年的贷款贴息。凡是

来投资建设养殖 、 牧草加工项目的

县外客商，享受 本县企业同等待

遇。
（四）财政配合，积极支持。按照

县里农业结构调整的部署和进展，

财政部门紧密配合。襄汾县 1999 年

和 2000 年先后被农业部确定为秸秆

养牛示 范县 和世行 贷款养牛项目

县，财政对前项投入 100 万元，对后

一项拟投入 800 万元，现已到位 200

万元。为支持 “绿色三元” 顺利进

行，县财政部门配合主管部门深入

实地，调查研究，参与论证，对上级

拨付的专款（5 年来每年约 1 5 0 0 —

2 0 0 0 万元）按规定及时如数拨付到

位，对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项目和

关键环节 ，积极筹措资金予以 支

持，为此每年要配套 500 — 7 50 万

元。2002 年，种草户需要大量苜蓿草

籽，为帮助解决资金困难，县财政按

照每亩 10 元的标准，为 1 1 万亩补贴

1 10 万元。为保护农民种草积极性和

切身利益 ，收 购牧草款项不得拖

欠，县财政就安排 4 0 万元作为收

购 、 加工周转金，缓解企业资金困

难。为保证规模 养殖场的资金来

源，扶持其快速发展，县财政实行为

大户贷款贴息办法，2002 年一年贴

息 20 万元。引进良种，优化本地牛

羊品质，是实现草畜一体化的重要

环节，为支持建立县种羊场，县财政

筹措投入 1 20 万元用于购买优质种

羊。随着近两年县财政收入增加，县

财政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 “绿

色三元” 的支持力度，所需配套资金

都按照县里的要求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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