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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丝绸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杭嘉
湖平原，是全世界丝绸的发源地。在南唐时期，
海安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栽桑养蚕。但是，直
到20多年前，蚕桑才真正成为当地的农业特色
产业。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下大力气发展
蚕桑业，增植了4万多亩桑园；90年代，全县再
次大规模种植，桑园总面积近 10 万亩；到了
2000年左右，海安的桑园面积达到峰值，一度
超过15万亩。

蚕属于变温动物，最适合的养殖条件在20
至30摄氏度，这正好是海安县夏秋两季的温度
区间，非常适合养殖春蚕和秋蚕。而桑树这种经
济树种，虽然从寒带到热带都能够种植，得益于
海安县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桑叶亩产非常高。

海安的农业气象和环境非常适合载桑养
蚕。全年无霜期222天，平均气温度14.6摄氏
度，全年降雨量1100毫米左右，没有高温、也
少有低温。2001 年，海安全县发放蚕种 38 万
张，产量1.6万吨，都属于好养、高产，茧丝质量
好的优良品种。目前，海安县是全国每亩桑园产
茧量最高、也是桑园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桑树
亩产 2500公斤鲜叶。为了提高全县的养蚕水
平，海安还投资建设了蚕种催青中心，用计算机
来控制小蚕的繁育养殖。

在江苏境内，蚕桑的主产区主要在南通和
盐城，又分别以海安和东台为中心。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杭嘉湖平原的其他
茧丝绸主产区，蚕桑业的规模开始大幅缩水。从
全国来看，最大的3个主产区依次是广西、云南
和江苏，这些地方在环境和农业气象方面的条
件都适合栽桑养蚕。但广西和云南两大产区由
于山区和丘陵地带多，抗旱和排涝条件相对差
一点。 （本报记者 陈莹莹整理）

宜桑宜蚕 根基扎实

剥茧抽丝编织产业链条
——江苏南通市海安蚕桑业发展调研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陈莹莹

近年来，海安以打造全国一流的优质原料茧

基地和世界知名茧丝绸品牌为目标，蚕茧总量连

续 12 年稳居全国第一，拥有桑园近 15 万亩，年产

优质桑蚕鲜茧近 2 万吨。茧丝绸产业拥有一个全

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两个“中国驰名商标”、三

个“中国名牌产品”。全县 8.3 万户蚕农年户均蚕

茧收入近 8000 元，桑蚕茧亩收入是江苏省高效农

业建设指标的 2.3 倍，走出了一条农民栽桑养蚕奔

小康的致富大道。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面对新机遇，如何不断壮大茧丝绸这一传统

产业，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农户、企业、生态多赢的

综合效益，续写海安茧丝绸产业发展的新篇章，我

认为必须坚持四个“不动摇”。

一是坚持生态发展理念不动摇。近年来，为

了保证蚕宝宝有一个好的生长环境，在全县桑园

面积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了区域布局战略性

调整，先后建成 3 个蚕桑生态产业区、5 个万亩标

准化桑园示范区、20 个连片千亩丰产桑园示范

园、50 个百亩优质、高产、高效桑园示范方。规模

桑园的建成，提高了林木覆盖率，净化了生态环

境。同时，由于蚕宝宝对环境要求苛刻，栽桑养蚕

又成为检验环境优劣的晴雨表，这就倒逼我们坚

决不上化工项目和有严重污染的项目。

二是坚持科技创新驱动不动摇。科技创新是

茧丝绸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必须把利用科技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贯穿于栽桑、养蚕、缫丝、丝绸织

造、真丝绸产品深加工、桑蚕副产品综合利用这一

完整的产业链中。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实现

茧丝绸产业结构由资源型向经济型转变，由粗加

工、低档次向深加工、高附加值转变，由产品经营

向品牌经营转变。

三是坚持创新经营理念不动摇。只有拉长产

业链、提高附加值，才能增强发展后劲。继续推广

和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体制，将

农民与丝绸企业实行紧密型利益共享连接，不断

拓展贸工农一体化协调发展之路，大力实施品牌

战略，不断增强规避和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是坚持惠农扶持政策不动摇。加大连片新

栽、新扩桑园的补助奖励力度。继续实行政府、鑫

缘茧丝绸集团和养蚕农户共同出资的蚕桑生产保

险。对发展蚕桑产业项目或基地建设成绩突出的

镇村给予组织奖。通过惠农扶持政策，让蚕农尝

到甜头，对蚕桑产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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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江苏南通市海安县发出通知，
从当日起至 6 月 15 日，县内部分生产砖瓦、
玻璃、陶瓷及化学品的企业暂时停工，确保春
蚕生产安全、防止蚕农遭受损失。

海安是“中国茧丝绸之乡”，桑园面积
11.2 万亩，全县农业收入的 80%来自蚕桑。
10 万户蚕农，都以栽桑养蚕为增收渠道，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 20%和财政收入的 14.5%来
自茧丝绸产业。

因为养蚕劳动强度大、难以机械化，所
以在很多传统的丝绸基地，养蚕人越来越
少，蚕桑业日渐式微。在海安县，当地人却
保持了栽桑养蚕的积极性。因为突出的原料
优势，海安的茧丝绸产业有了肥沃的土壤。
去年，海安县下发蚕种 38 万张，产茧量 1.6
万吨，产值 5.6 亿元，由此带动的茧丝绸产
业产值近 70亿元。

为什么海安人坚持栽桑种蚕？
首先，是因为挣钱。
在海安镇的新冯村，焦广海和老伴徐兴

云养蚕 20 多年。现在，家里有 5 亩桑园，养
了 11 张蚕。按照春茧 43 元每公斤和秋茧 47
元每公斤的收购价，年销售收入 5.3 万元，净
利润 4 万元。在桑园套种蔬菜挣 1000 多
元。假如桑园产出高，一张茧只需要 0.5 到
0.7亩桑园的产量。这样算下来，相当于每亩
桑园收入 6000 元，远高于国家对于高效农
业每亩收入 2000元的标准。

更关键的是，投放在蚕桑上的精力，至多
只占用了一年当中 4 个月的时间。“忙时养
蚕、闲时打工，是我们的常态。”新丰村村委会
主任丁祥海说，全村 927 户人家，养蚕 600 多
户,养蚕 8000 多张，蚕农们从中获得收入
1500多万元。

年轻人出门打工、老人们在家养蚕，是新
丰村和其他蚕桑专业村的状态。

省力，成为另一个重要原因。一项省劳力
省投资的“省力化养蚕”技术，开始浮出水面。

一般来讲，一张蚕有 2.5 万头，养蚕初期
2000 条幼蚕总重不足 1 克，而到了结茧时，1
条就有 5 克。养蚕最后一星期是用工量最大
的时候，按照过去片叶喂蚕的方式，一个劳动
力应付不了一张蚕。海安创造性地发明了

“条桑喂蚕”方式，直接让幼蚕沿着桑枝往上
爬、自行结茧，取代了原来一片片采摘桑叶的
做法，劳动效率提高了 4 倍。不同于以往三
四个小时要喂一次桑，海安推广的科学化饲
养技术只需 8 小时喂一次，而且当地成功开
发出三眠蚕，大大缩短了养蚕周期。自动加
温补湿技术、连片栽植技术，都让传统的养蚕
借助科技的力量降低了劳动强度。

“从最初的湖桑 32 号到现在的育 7-11，
桑树品种不断改善，蚕种也更新了好几次，
最新的菁松皓月已经全面推广。”丁祥海说，
这一蚕种产量稳定、品质好、适合生产高品
质的丝绸。

科技，为传统产业提供了强大支撑，也
保持了海安老百姓养蚕的积极性。这几年，
海安本地的缫丝厂只能收到 80%左右的原
料，剩下的产量都被外地的丝绸基地和企业

“抢”走了。
“有很多传统的丝绸基地，政府部门把

精力花在了工业生产上，对桑园的重视仍然
不够。”海安当地的龙头企业、鑫缘茧丝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储呈平说，在海安
县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海安的蚕农依
然保持了种桑养蚕的积极性，并因此让海安
比苏杭等传统丝绸基地有了不可多得的原料
优势。

“海安县每亩桑园的产茧量达到 160 公
斤，江苏省平均亩桑产茧量 90 公斤，全国的
平均水平为 60 公斤。”海安县蚕茧技术推广
站站长黄俊明说。

“其实，海安原来是禽蛋之乡，比丝绸
的产业基础更好。但是没有龙头企业、没
有深加工，农民没法及时感知市场的变化，
很难准确作出调整。”当地人说，蚕桑业最
大的优势，就是有了合力，千家万户的桑农
共同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

事实上，海安也曾面临蚕茧价格不稳
定、蚕农养蚕积极性下降的问题。一批龙
头企业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局面。

以鑫缘集团为例，建立了以集团公司
为龙头、以乡镇和分公司为主线、以茧站和
村为主体、以科技示范户为辐射点、以蚕农

为基础的配套服务管理网络。
公司在当地的 225 个村建立了 172 个

蚕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 11.4 万户蚕
农签订了桑蚕鲜茧产销合同，行情好就
按市场行情走，行情不好就按照保护价
来收购。这既解决了蚕农的后顾之忧，
调动了蚕农栽桑养蚕的积极性，又巩固
了基地建设。

针对这 172 个专业合作社，鑫缘公司
对于每吨干茧补贴 360 元，一年的补助超
过 200 万元。针对所有的蚕茧，公司实行
二次返利。去年，焦广海一家的春茧每公
斤返利 1元，而秋茧也在 0.8元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鑫缘每挣
1 元钱，就有 0.45 元补贴给了老百姓。”储
呈平说。

蚕农有了积极性，原料供应有了保障，
公司得到发展，反过头来又用利润和最新

的技术反哺蚕农。
海安的蚕桑业，是一个全民工程。从

蚕种选育、栽桑养蚕、蚕茧收购、缫丝、生丝
制成面料，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在这个
链条中，缫丝厂、面料厂需要的原料绝大多
数都在县内购买，企业需要的生丝品种，也
可以通过直接从源头改良蚕种以及指导农
民进行技术革新得以实现。

从桑树的栽植、蚕的养殖，到后续的缫
丝、丝制品的加工制作，横跨了种植、养殖、
工业生产等多个领域。“蚕桑的根基打扎实
了，整条产业链就有了依托。”黄俊明说。

一只蚕一生结一次茧，一般一只蚕茧
抽丝 600 至 700 米，海安茧一只可以抽丝
1250 米。沿着这条长长的蚕丝，蚕种繁
育、栽桑养蚕、蚕茧收烘、缫丝、绢纺、丝绸、
服装、真丝家纺等一条龙生产经营体系初
具规模。

在这条茧丝绸产业链中，企业的作用
不言而喻。但直到 2004年，海安的茧丝绸
产业仍限于初级加工阶段，很难抵御市场
风险。企业不往产业链条的高处走，海安
只能是原材料产地。

“我们的前身海安县丝绸公司，主营业
务就是蚕茧的收购和转卖，就是个不折不
扣的茧贩子。”储呈平说，因为业务单一，企
业实力不强，市场风险很高。

卖茧、卖丝、做丝绸、做丝绸制品，这是
茧丝绸产业发展的传统模式。海安起步
晚，就只能在原料、技术、创意几方面同时

下功夫。
在鑫缘的国家桑蚕茧丝产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你会发现自己的想象力不够用：
桑黄入药、蚕蛹制酒、蚕砂用来做枕头、桑
枝可以做食用菌的培育体、废水中提取丝
胶可以做成蚕丝美容面膜。

2011 年，鑫缘研发选育出黄、绿、红三
对天然彩色茧蚕品种，荣获当年的“中国纺
织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苏州大学和鑫
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

“丝胶回收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获得
了 2011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之
光”科学技术一等奖。一来，丝胶回收率达
99%，使得废水排放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二
来，提取的丝胶作为护肤品的原料，可有效
补充角层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

“这是用双宫茧做的蚕丝被，纤维长，
所以被子蓬松。市场上有用下脚茧做的被

子，纤维短，感觉自然差一些。”储呈平说，
公司还拥有发明专利，让这种蚕丝被不仅
无异味，而且可以回弹。原料创新加上技
术创新，诞生了一床舒服的蚕丝被。

“丝绸，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
种文化符号。”储呈平身兼中国丝绸协会
副会长，他用丝绸寄托了自己的乡思：大
幅墙面上的芦苇和绿头野鸭用了绚烂的黄
色系，自然的乡村气息和浪漫情怀就这样
交织在这幅丝绸制品中。这是他童年记忆
中的海安景象。

一幅丝绸制成的红枫和林荫道，来自
新疆旅游的灵感；丝绸技艺和现代数码科
技的结合，有了但丁的 《神曲》；不断创
新的印染技术，让丝绸复原出层次分明、
质感清新的古代名画。

茧丝绸产业链的高端，海安进得不算
早，只能把步子加快、再加快。

“品牌示范区的获批，对于提升产业
层次、加速培育茧丝绸服装品牌都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意义。”海安质监
局办公室主任王磊说。茧丝绸产业由粗加
工、低档次向深加工、高附加值转变，由
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海安才能由蚕
茧生产大县走向茧丝绸产业强县。

鑫缘公司担纲制定了全国蚕丝被国家
标准，规范了蚕丝被的加工和市场销售行
为，对目前市场上出售的蚕丝被质量良莠

不齐的现象进行纠偏，消费者得了实惠，
也树立了鑫缘公司在这一领域的标杆形
象。2012 年，这项标准被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授予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做标准、做品牌，在海安土生土长的
茧丝绸产业，因为“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
范区”的创建，被注入了更大的雄心。

园区内的那芙尔服饰有限公司是专业
从事丝绸服饰和丝绸家纺产品的企业；鑫
来丝绸服装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制丝的骨
干企业，也是全国缫丝工职业技能比赛基
地。拥有茧丝绸深加工企业 50 多家的海
安，成为全国惟一具有最完整桑蚕茧丝绸
生产加工产业链的县。

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创
新中心主任陈忠立参与了整个示范区的创
建过程。他说，与企业评选“中国名牌”
不同，示范区对于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都

提出了很高要求。
在申报过程中，海安对全县茧丝绸服

装家纺产业产品质量进行专项整治，建立
健全茧丝绸服装家纺产品质量安全的长效
机制；大力实施名牌战略，鼓励企业打造
名牌；实施标准化战略，驻园企业目前已
发布生丝、生丝试验方法、天然彩色茧等
5 项国家标准；推介先进质量管理方法，
动员园区内企业参与质量奖项的评选；推
进首席质量官制度，茧丝绸工业园内的所
有企业全部设有首席质量官。

这片规划面积 100 平方公里的园区，
有 12 家示范企业，带动了全国 29 家服装
企业为其配套，辐射 22 万户蚕农，还提供
了 3 万个就业岗位。“我们有原料，再加上
品质和技术，就能够支撑起一个个品牌。”
陈忠立说。目前，园区有中国名牌 3 个，中
国驰名商标 1个，江苏省名牌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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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桑是个古老的行业，蚕农老

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很多传

统的丝绸基地，都已出现原料瓶

颈，但海安的蚕茧总量却一直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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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的蚕桑业，是一个全民
工程。从蚕种选育、栽桑养蚕、
蚕茧收购、缫丝、生丝制成面料，
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

卖茧、卖丝、做丝绸、做丝绸
制品，这是茧丝绸产业发展的传
统模式。海安起步晚，就在原料、
技术、创意几方面同时下功夫

去年 9 月，国家质检总局公
布了首批 13 个“全国知名品牌
创建示范区”名单，海安县鑫缘
茧丝绸工业园区成为全国惟一
一个茧丝绸服装家纺产业品牌
示范区

海安县的蚕农正在为蚕具消毒。 顾华夏摄

一只海安茧可以抽丝 1250米。（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