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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农民院士”朱有勇和“竹子教授”辉朝茂的甜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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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 《光明日报》04 版头条 

聚焦“农民院士”朱有勇和“竹子教授”辉朝茂 

努力让边疆山区农民持续增收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的故事 
 

 

一丛丛翠绿的甜龙竹漫山遍野一根根碗口粗的主干上迸发出条条初春的嫩

枝„„在保山昌宁县勐统镇勐统社区芒东村这一根根甜龙竹将一位“农民院士”

和一位“竹子教授”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被澜沧群众称为“农民院士”的朱有勇，是时代楷模、中国工程院院士、云

南省科协主席。他曾在云南科技扶贫，7 年间，他与团队培养出 2000 多名乡土

科技人才，带动近 3000 户农户增收致富。 

“竹子教授”辉朝茂，是西南林业大学竹藤科学研究院首席教授、国家林业

草原丛生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30 多年来，他在滇南地区推广甜龙竹 46.72

万亩，带动 1.9 万农户增收。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2 
 

这不，农村脱贫摘帽后，他俩不约而同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边疆山

区农民持续增收，能否找到一种乡村振兴新的模式？ 

走，一起到田间地头找答案！2 月 26 日，“农民院士”朱有勇和西南林业

大学、保山市的林业专家们来到芒东村，实地考察“竹子教授”辉朝茂的甜龙竹

开发成果。 

扎根深山竹海育甜笋 

“甜龙竹是云南特有大型丛生竹种，其笋是唯一可以生吃的水果甜笋，甜龙

竹资源最丰富、品质最好的地方在昌宁！”辉朝茂在竹林边，向朱有勇和专家们

介绍着。昌宁是自己的家乡，他在这里“种竹子”格外有成就感。 

10 多年来，辉朝茂在这里取得了不小成就。他率领团队扎根勐统镇研究甜

龙竹，培育出甜龙竹国家级良种“云甜 1 号”，建立了 1000 多亩甜龙竹高效示

范基地，他参与完成的《竹资源高效培育关键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辉朝茂接着介绍：“虽然这里资源丰富，但当地农民缺少种植技术，产值收

入低，我们给农民提供良种，把高效的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引进龙头企业建立

基地，打开全国销售市场，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 

朱有勇熟练地拿起铁铲，为新种的

甜龙竹培土：“甜龙竹只要早出笋一个

月，或者晚出笋，收入就能翻倍，农民

就能增收，这就要靠科技的力量，靠我

们的科技人员。” 

一听说来科技专家了，周围寨子的

竹子种植大户都赶来了。在村里的“甜

龙竹产业乡村振兴推进会”上，朱有勇

站起来大声地给村民们鼓劲：“甜龙竹

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山珍，沿海市场需求

量很大，我们要延伸竹产品加工产业

链，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如何才能更赚钱？朱有勇说：“农

民兄弟们出土山、出劳力，企业出资本、

做市场，政府做协调、出规划，科技人

员出技术、出标准，把荒山变成竹园，

找到一个农民、企业、科技人员共同致

富、共同发展的模式。” 

 “你看，勐统千亩甜龙竹示范基

地，作为校市合作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示

范园，是西南林业大学和保山市政府战略合作的首个落地项目。”西南林业大学

党委书记张昌山现场介绍，这个项目将以示范园、示范基地和辉朝茂专家工作站

为基础，促进甜龙竹良种化和高标准种植，到 2035 年实现年产值超 10 亿元、税

收超 1 亿元的目标。  

朱有勇院士在示范基地采收甜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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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携手深耕“甜蜜事业” 

这些甜龙竹的背后，是科技人员的携手合作。 

两年前，正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代表中国工程院进行科技扶贫的朱有勇，主

动邀请辉朝茂团队来澜沧县竹塘乡开发甜龙竹，希望带动澜沧各族群众脱贫致

富，促进乡村振兴。 

很快，辉朝茂带着团队来了，扎根竹塘乡，在朱有勇的规划指导下，创建甜

龙竹示范基地 1000 亩，建立了云南省甜龙竹产业乡村振兴示范园，并加盟朱有

勇组织的院士专家科技扶贫技能实训班。同时，西南林业大学副校长何霞红、杜

官本等林业专家也加盟助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可是，有的地方甜龙竹发展还存在“痛点”，如保山市昌宁县勐统镇是该县

甜龙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有 38000 多亩，但“富竹”没有“富民”。“我们社

区家家户户都有种甜龙竹的传统，但过去产的甜笋大部分都被自家吃了，少数背

到集市上卖，收入少。去年辉教授引进的公司来收购，价格从几元涨到 10 多元

一斤，老百姓卖甜笋卖得多，收入也增加了。”勐统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王建说。 

在朱有勇的推动下，辉朝茂团队把

澜沧竹塘乡的模式推广到这里，并引进

合作企业，收购甜龙竹鲜笋，打开了市

场销路。 

不能再走小打小闹的老路，发展产

业才是新路子。辉朝茂团队开办了“甜

龙竹高效培育技术培训班”，教学员如

何种植、管理、采笋和保鲜。 

“我家种了 50 多亩甜龙竹，去年

甜笋和竹子收入 3万多元，但是缺技术、

缺管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培训

班学员、芒东一组村民史学边说边憨厚

地笑笑。 

朱有勇耐心地解答：“要科学种植

甜龙竹，什么是科学？就是规范栽培，

按种蔬菜的水平种竹子，做到精细化、

智慧化，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竹笋品质和

收入。” 

“我们希望寻找出一种让农民共

同致富的经济运行模式，使竹产业实实

在在地让老百姓赚到钱。”朱有勇语重心长地说。 

保山市委书记杨军对此信心十足：“保山竹子面积超过 13 万亩，但竹产业

长期停滞不前，现在与西南林业大学合作，又有朱有勇院士的加盟和指导，保山

一定努力把昌宁优质甜龙竹产业做成我市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品牌。” 

辉朝茂教授在试验地观察竹笋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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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 

朱有勇和辉朝茂的合作没有停步。 

去年底，国家 10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这极大鼓舞了朱有勇和辉朝茂。他们准备依托西南林业大学，在临沧市临翔区马

台乡和沧源县班洪乡等地创建新的甜龙竹示范基地，把甜龙竹笋种植这个甜蜜的

事业，送进云南山区农村千家万户。 

年近六旬的辉朝茂感慨：“我们跟随朱有勇院士做竹产业，他一心带动群众

致富、心系千家万户的精神，兢兢业业、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们也要把论文写在竹笋地上。” 

乡村振兴中，农民如何增收致富？最近，朱有勇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许多

地方的农民把土地租给农业企业，并在企业基地打工，农民得到的收入并不多。

土地等资源是农民的，应该把生产阶段的收益给农民，企业去开拓市场，赚市场

的钱，我希望通过竹产业探索一种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朱有勇已经 67 岁了，但他还想着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情，他还琢磨着在龙

陵县以科技支撑发展石斛产业，在著名的施甸县善洲林场种植林下中药材，在更

多的山区农村探索更多的乡村振兴模式„„“为了乡村振兴，为了老百姓口袋里

的钱多起来，能买车，能盖房，我们科技工作者能使上一点力，心里无比高兴！”

朱有勇充满信心地说。 

（撰文：《光明日报》记者 张勇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郭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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