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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万亩竹
林就是金色命脉。如何让80万亩竹海
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迸发生机？

绥 宁 县 委 、县 政 府 巧 下“ 引 ”
“留”“送”三步棋。

2022 年，该县先后到浙江安吉、
益阳、福建、四川等地招商考察学习，
招引3 家竹企业来县洽谈投资，由县
产业开发区进行落地对接。

“我们本来是在湖北开办九通竹
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被绥宁丰富的
竹资源所吸引。这里原材料丰富，而
且现在交通较为通畅，是竹产业比较
理想的选址地。”湖南九通竹基复合材
料制造有限公司李红杰说道。

2022 年，绥宁全县竹产企业新
增规模企业 4 家、新注册成立企业 5
家，新增小规模纳税企业转一般纳
税企业5家，个体户转企业1家。

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全县现有竹
产企业78家，其中竹制品企业57家、
竹碳企业 13 家、竹笋加工企业 8 家。
绥宁县将所有竹业企业纳入县南竹产
业发展中心服务范畴，享受“园区保姆
式”服务。

(下转2版)

金 色 命 脉

“你看，这块竹木复合的底板稳定
性特别好，硬度可媲美钢材。”3月28
日，在位于绥宁县袁家团工业园的邵
阳佰龙竹木有限责任公司里，只见一
根根竹茎被切割分片、蒸煮、碳化处理
……这些本地南竹通过特殊工艺加工
后的成品，可基本实现“以竹代钢”。

绥宁县佰龙竹木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龙开学向记者介绍，该公司生产
的竹木复合集装箱底板十分走俏，目
前正在赶制一批 200 万元的订单。去
年，该公司实现产值 9000 万元，就业
170人，产品远销广州、深圳。

作为绿色、低碳、可降解的生物质
材料，竹子在应对全球禁塑、限塑、低
碳、绿色发展领域大有可为。

绥宁 80 万亩天然竹林，年年出
笋，年年成竹，年年可伐，其优秀的资
源优势急需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
势。绥宁县委、县政府瞄准时机，将人
力物力向南竹产业倾斜。

2022 年，全县共完成竹林低改 5
万亩，丰产示范林培育1万亩；新修建
竹林道路约 800 公里，维修竹林道路
约 200 公里。目前全县竹林道路里程
达到了3000公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竹木运输交通网络。让一批转型的竹
企业尝到了“甜头”。

2022 年 7 月 4 日，湖南九通竹基
复合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第一条竹缠绕
管道生产线在绥宁正式投产，填补了
湖南省生物质新型建材生产的空白，
标志着绥宁县南竹产业从此迈开高质
量发展步伐，惊艳亮相于全国竹产业
舞台。

惊 艳 亮 相

在绥宁县瓦屋塘镇，竹林
成海。

“我们这屋前屋后都是竹
子，长得可快了。以前，要么当
做废柴烧掉，要么堆在院子
里，有的甚至就那么往路边一
扔，再也无人问津。”瓦屋塘镇
瓦屋塘社区村民贺明亮笑呵
呵地说，“没想到，现在这些竹
子已经成了‘宝贝’。我们靠这
些竹子、竹笋赚了钱。”

“这些南竹质密而有韧
性，是上好的木质材料，当地
人将竹子做成了农具和家具。
这里的天然竹笋量大而质优。
由此，绥宁衍生了一大批竹加
工作坊。曾经身处深山无人知
的绥宁南竹，逐渐闻名全国。”
绥宁县竹产业办公室主任唐
学军介绍。

曾与湘莲、黄花菜并称湖
南省三大特产的“玉兰片”，就
是用传统工艺制作的竹笋干
制品，也是瓦屋塘镇的特色农
产品。该镇的保鲜笋产业也十
分强势，年对外销售额一度达
10000余吨。

最兴盛的时候，该镇持营
业执照从事竹笋加工的个体
户就有50余家。但好景不长，
由于没有形成品牌，销量下
滑，许多“玉兰片”从业者开始

转行。
这是绥宁县南竹产业曲

折发展的写照之一。
除了竹笋外，绥宁的竹

筷、竹胶板产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十分发达。竹胶板在全
国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30%。
但受生产成本高、交通运输不
便等因素制约，竹筷行业一直
没有形成规模产业链，竹胶板
的生产线也逐渐没落。

直到 2006 年，当地政府
引进湖南中集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建立起集中箱板材生
产基地，才正式开拓起当地竹
制品的工业化之路。此后，一
大批绥宁人返乡创业投身竹
产业。

李正文就是其中之一。
2008年，籍贯绥宁的李正

文在深圳做竹筷外贸代理，心
中萌发了回家乡做南竹加工
的念头。2010 年，他辞去深圳
待遇优渥的工作回到绥宁注
册公司，从事竹筷加工。通过
两年的努力，将产品销到了日
本和东南亚各国。

“从 2015 年开始，我们公
司研发的特殊加工工艺流程，
可以保证处理后的南竹板材
防虫蛀、不开裂、不变形，物理
性能相当于中高档硬杂木。”

李正文说。现在，他已是银山
竹业负责人。

一代又一代的技术更迭，
使得绥宁南竹在市场上站稳
了脚跟。

党的十八大以来，绥宁县
更是聚焦百亿南竹产业高质
量发展目标，按照“提质、扩
产、延链”的发展思路，深入挖
掘南竹的多种功能和价值，初
步形成了以竹木复合利用为
特色、出口型南竹产品为主
打、科技创新为依托的南竹产
业发展格局。

目前，该县共有竹制品加
工企业、竹笋加工企业、竹碳加
工企业75家，其中国家级林业
龙头企业2家、省级龙头企业2
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省级小
巨人企业5家。

全县年加工南竹约 1500
万株，主要产品包括竹木复合
板、竹西餐具、竹滑板、竹管
道、竹筷、竹炭、竹粉等，实现
年工业产值约 18 亿元，竹产
业综合效益约30亿元。同时，
竹笋年加工量达到2万吨。

“绥宁南竹从‘废柴’逆
袭到今天的规模，是无数人
共同奋斗的心血。”唐学军说
道。

“废柴”逆袭

记 者 黄可乐

通讯员 黄 克

黄开龙

春分已过，天气转暖，
绥宁80万亩南竹正迎来
生长黄金期，竹农和竹制
品企业正厉兵秣马，为开
年后竹制品产业的第一波
旺季忙碌着。

位于邵阳市西部的绥
宁县，是30个“中国竹子
之乡”之一，也是全省4个
竹产业建设示范县之一，
曾有“三湘林业第一县”之
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为竹林的茂盛生长提
供了土壤，但陡峭蜿蜒的
山路，曾把这一方绿色的
竹海与市场阻隔。近年来，
随着“以竹代塑”成为潮
流，绥宁县一次次把握机
遇、突破逆境，推动着南竹
产业节节攀升。

3月 26日，记者穿过
碧浪清溪，走进了竹海深
处一处处热火朝天的南竹
制品加工厂。

80万亩竹海碧波涌“富”
——绥宁县竹产业发展壮大的背后

绥宁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