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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23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上，广西
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外资项目发展中心选送的《全过程支
持桑蚕产业价值链，助力蚕农可持续增收致富——广西壮族
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执行世界银行贷款广西贫困片区农村扶
贫试点示范项目案例》 荣获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
动”最佳减贫案例，并被收录进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
——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

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是由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
7 家机构联合发起。自 2022 年 11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案例
898篇，这些案例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从中选出104个最
佳案例，重点关注案例的可操作性、可推广性和实用场景，
为世界各国关注减贫的机构和人士提供减贫模式和实施方案。

世行资金项目 助力桑蚕产业

自2006年以来，宜州区
抓住“东桑西移”机遇，大
力发展桑蚕产业，桑蚕产量
已连续 17 年蝉联全国第一，
蚕茧深加工快速发展。其
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外资项
目发展中心执行世界银行贷
款广西贫困片区农村扶贫试
点示范项目 （以下简称“世
行片区项目”） 给予宜州区
桑蚕产业价值链全过程支
持。

在充足的项目资金支持
下，宜州区种桑养蚕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以粉碎桑枝为基
料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
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缫丝
和绸布加工企业、利用桑枝
提取生物碱企业，通过开展
种桑养蚕、桑蚕种养技术培
训、丝绸生产加工、桑枝资
源化利用、蚕丝质量检测等
富有成效的工作，产业价值
链得到延伸和强化。

在世行片区项目中的桑
蚕合作社发展基金子项目，
通过支持种桑养蚕农民专业
合作社，吸纳社员特别是脱
贫户入股合作社，利用设备

和技术优势培育小蚕，示范
大蚕养殖，为社员和农户提
供小蚕共育、技术培训和指
导、蚕茧收购等服务。通过
支持丝绸加工企业，建立企
业与合作社、桑蚕农户利益
联结机制；实施共建示范基
地、签订购销合同等方式，
保障农户蚕茧销售价格；采
用支持桑枝食用菌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利用桑枝提取药品
原料的加工企业，挖掘桑枝
附加值。

同时，商业孵化中心子
项目为合作社提供培训、产
品认证、市场营销、品牌推
广等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子
项目支持桑蚕生产基地道
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链风险管理子项
目支持茧丝绸检验设备改造
和智能化升级，提高茧丝绸
检测能力，规范蚕茧按质定
价。

上述一系列举措，效果
十分明显，宜州区桑蚕产业
实现了产业链全流程联农带
农，助推 1.8 万户蚕农收入
可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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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链补链延链 三链互补增收

实施世行片区项目时，宜州区
改变传统帮扶思路，经过多年探
索，因地制宜从“强链、补链、延
链”三个方面入手，充分考虑企
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同时，
提高蚕茧的质量、数量和效益，提
升桑蚕产业抗风险能力，实现价值
链增值，通过健全和完善全产业链
措施，提升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和经济效益。

强链——强产业链薄弱环节。
世行片区项目支持合作社建成了标
准化、规模化小蚕共育房，合作社
主要培育低龄蚕，将培育好的低龄
蚕供应给蚕农。蚕农主要养殖大
蚕，降低了蚕农的风险。世行片区
项目还支持合作社建设大蚕房，主
要给社员和蚕农示范先进技术、培
训和学习，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
世行片区项目资金支持农户及合作
社进行信用评级和资产评估，商业
银行给农户和合作社信用授信，拓
宽了融资渠道，解决了农户和合作
社的资金困难。世行片区项目商业
孵化中心开展技术培训，提升农户

养蚕技术，提高蚕茧的数量与质
量。同时，世行片区项目还支持河
池市茧丝检测部门进行蚕丝质量检
测，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检测环节。

补链——补产业链缺漏环节。
世行片区项目赠款 460.5 万元，支
持一家丝绸企业撬动企业自筹资金
1100万元，建成一条产能和效率更
高的全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大大增
强了蚕茧加工能力。通过公司与合
作社、农户签订协议保价收购，确
保蚕农养蚕收入稳定增长。该生产
线年收购合作社和蚕农的鲜茧4000
吨，直接带动3000户农户增收。

延链——延长产业链。桑枝是
农户砍伐桑树采摘完桑叶之后的废
弃秸秆。少部分桑枝用做食用菌菌
筒，大部分桑枝堆积在桑园旁边，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世行片区项目
赠款 600 万元，支持一家企业建造
2600万元的智能化生产线，利用桑
枝提取制药原料——生物碱，年可
加工桑枝16500 吨，直接受益农户
4754户，实现桑枝的循环利用。

优化产业结构 蚕农大幅增收

通过实施全过程支持桑蚕产业
价值链，在宜州区产生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增加，
农户种桑养蚕收入大幅增长。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入股
合作社的社员还获得稳定分红，一
些入股金额较高的合作社社员，户
均年分红1000余元。此外，通过桑
枝回收可为蚕农每年再增收1500多
元，惠及农户4700多户（含脱贫户
约1000户），合计增加种桑经济效
益 700 多万元。特别是世行片区项
目支持的 3 家桑蚕合作社，年产值
达到 210 万元；以粉碎桑枝为基料
的两家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年
产值达到 151 万元。据统计，世行

片区项目支持的合作社、企业以及
辐射农户创造的桑蚕茧丝绸全产业
链产值达到2.78亿元。

世行片区项目实施期间，培育
了 5 个示范带动作用强的桑蚕合作
社和以粉碎桑枝为基料的食用菌农
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素质明显提
高，内生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实现减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世行片区项目组织农户入股合
作社，参与发展种桑养蚕，共享合
作社产业发展的收益分红。目前，
宜州区 5 家合作社发展了 468 户社
员入股，其中 65% （305 户） 为脱
贫户。

共享产业价值 示范效应显著

以全产业链的视角，统筹推进
桑蚕产业高质量发展。世行片区项
目不只是关注单一环节，而是从全
产业链的角度统筹推进，补齐、延
长和强化宜州区桑蚕产业，最终形
成“产业链完善-市场稳定-产业壮
大-各方受益-积极性强”的良性循
环。

完善利益联结，形成发展合
力。世行片区项目通过建设和发展
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
体，创新“企业+合作社+合作社成
员+桑蚕基地+蚕农”等组织模式，
完善利益联结，形成发展合力。

产业发展聚焦和服务农民。桑

蚕产业发展的主体和核心是蚕农，
世行片区项目重视解决蚕农的困难
和问题，聚焦和服务蚕农实际需
求，探索各环节带动蚕农收入增长
的机制和模式，实现产业链全流程
联农带农益农，助推桑蚕产业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

世行片区项目实践也充分证
明，从桑蚕全产业链的视角，以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以联动带
农益农为核心，有效动员各方资
源，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
性，强化和延伸桑蚕产业价值链，
共享产业价值链增值的模式，具有
良好的可持续性和示范效应。

河 池 市 宜 州 旺河 池 市 宜 州 旺
腾生态农业发展专腾生态农业发展专
业合作社工人正在业合作社工人正在
采摘桑叶采摘桑叶。。

河 池 市 宜 州 旺河 池 市 宜 州 旺
腾生态农业发展专腾生态农业发展专
业合作社工人正在业合作社工人正在
喂养幼蚕喂养幼蚕。。

鲜茧出售鲜茧出售。。

广西嘉联广西嘉联
丝绸股份有限丝绸股份有限
公司织绸络丝公司织绸络丝
车间车间。。

广西嘉联丝绸股广西嘉联丝绸股
份有限公司桑蚕高效份有限公司桑蚕高效
生态产业示范基地生态产业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