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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是世上最高大的“草”；竹，是
世上最具风情的“树”。

竹，作为见诸文人墨客笔端最多
的植物，从古至今，在人们的心中分量
颇重。

长江首城宜宾，坐拥竹林 341 万
亩，是全国十大竹资源富集区之一；全
市竹产业加工企业228家，已形成竹浆
纸、竹浆粕、竹纤维、竹食品、竹家具、
竹日用品、竹工艺品等多门类的竹加
工体系；蜀南竹海所在长宁县，坚持绿
色崛起，入榜今年首次发布的十大天
府旅游名县之一……一二三次产业交
相融合下，宜宾竹产业全链条，正迸发
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张力。

而眼下，一场以竹为媒的全球顶
级盛会，更让宜宾之竹，站在了潮头
——

6月13—16日，由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竹藤组织、中国竹产业协会主办，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以及四川省有关厅
局支持，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宜宾市
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宜宾）国际
竹产业发展峰会暨竹产品交易会将在
长江首城举行。

这一国际性竹产业盛会，是第一
次在西部城市举办，无论是主办方阵
容，还是参会参展嘉宾和企业，乃至大
会期间的一系列配套活动，无不阵容
强大，凸显国际化和高规格。

宜宾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举
办此次盛会，是为充分学习借鉴其他
国家、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以会带
展、以展促商，搭建“科—工—贸”全域
跨界平台，全面整合全球行业资源，促
进宜宾加快建成全国竹产品交易中
心，让更多的国际国内竹产业企业认
识宜宾、投资宜宾，集聚全球资源，建
设“中华竹都 最美竹海”。

宜宾做“竹”融合文章
聚全球资源建设“中华竹都 最美竹海”

□ 沈波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波 侯云春

宜宾纸业食品包装原纸生产线

今年4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首次
命名的十个“天府旅游名县”名单，宜宾市长宁县
从全省100多个候选县中脱颖而出，成功上榜。

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县，长宁有内涵：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72万亩全域竹海景观，生
长着竹类485种，是世界最大的丛生竹、散生竹、
混生竹生长基地，被称为“世界竹种基因库”。

特别是以蜀南竹海为代表的竹生态旅游资
源，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不可多得的绿色生态资
源，被誉为“中国最美十大森林”“中华世纪竹

园”：120平方公里浩瀚壮阔，500座峰峦绵延俊
秀，27条竹岭交错纵横。

栽竹成林，既带来了规模效益，又带来了农
旅融合的综合效益。依托生态优势，长宁大力发
展竹生态文化旅游产业，2018年长宁共接待中
外游客 983.8 万人次，旅游收入 123.71 亿元，同
比增长23.74%。

而同样作为全省重点产竹县之一的兴文
县，并不让长宁的“竹林经济”专美于前。

该县按照“强二产、拓三产、带一产”的竹产

业发展思路，以“楠竹要稳，杂竹要扩，方竹要
推，林下多元”的发展方针，整合涉农工程和项
目，采取新建、复壮、竹林结构调整等措施，重点
建设以楠竹为主的笋材两用竹、以方竹为主的
笋用竹、以造纸为主的杂竹“三大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兴文县竹林面积达到 40.9万亩，
是四川省重点产竹县之一，其中方竹笋是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仙峰苗族乡获评中国方竹之乡。

“种植竹林，既可以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
又可以发展加工、旅游等二三产业，助农增收，助

力脱贫攻坚。”据宜宾市林业和竹业局负责人告
诉记者，截至 2019年 4月底，宜宾市竹林面积达
到341.2万亩，约占全省竹林面积的19%，全市各
区县乡镇通过引导竹农林下种植养殖、经营笋用
林，开展竹工艺品、竹旅游商品开发、竹生态旅游
等，竹农涉竹收入不断提高。2018年，宜宾市竹农
人均收入1243.4元，占农民人均林业收入2264元
的54.9%，比2017年度增长22.5%。

因林而美，因竹而富。这样的美丽经济，宜
宾山乡处处可见。

宜宾竹产业，必须参与到更大的舞台，向行
业各方专家和精英学习取经，集思广益，招引全
国乃至全世界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宜宾竹产业
未来发展之路才能更宽广。而这，正是宜宾举办
首届中国国际竹产业发展峰会的意义所在。

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方，宜宾市期待通过
与竹产业各方嘉宾的交流碰撞，拉长板补短板。

长板优势主要体现在富足的竹林资源、灵
活高效的平台体系和坚强有力的产业发展保障
体系。以保障体系为例，宜宾立足“长江生态首
城”城市定位，把竹产业视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推动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开启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的富民产业、强市产业、绿色产
业，为此，宜宾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市长任组长的竹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作为推动
宜宾竹产业发展的领导、推动、组织协调机构，
出台专门的工作意见、扶持政策措施，科学制定
了竹产业发展规划，每年投入1亿元作为竹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为竹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
政策、经费保障。

而短板则主要体现在竹资源的产出效率还
不高、竹产业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聚集度不够、
竹产业专门人才还相对缺乏、竹文化创意还缺
乏特色等。为此，宜宾正持续有针对性地强化技
术引领、引强扶弱行业企业、打造人才洼地、以

及提供坚强保障等方面，着力补短板。
具体量化的竹产业发展目标任务上，宜宾

今年力争全市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210亿元，竹
产业第一产业产值实现 35亿元以上；竹产业二
产强力推进翠屏区长江竹产品科技园、南溪裴
石竹浆纸工业园等五个竹加工产业园区建设，
产值实现 94亿元以上；竹产业第三产业重点推
进“两海”（蜀南竹海、兴文石海）生态旅游文化
示范区建设，力争蜀南竹海成功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5A 级景区，高标准打造龙头山竹生
态文化主题公园（竹文化博物馆和竹大师工作
室），建设竹特色镇10个、特色村100个，三产产
值实现81亿元以上。

以竹为媒，搭建国际交流大平台，共享绿色
发展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宜宾对外开放知名度，
宜宾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把推进竹产
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重要抓手，进一步优化布局、调整结构、完善
政策、创新机制，让竹产业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开启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的富民产业、强市产业、绿色产业，
建设成为“中华竹都”“长江生态首城”。

一幅全域竹景的画卷，正在长江首城徐徐
展开。

眼下，宜宾本土一大批竹产品加工企业，正
日渐尝到科技效益带来的甜头。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44年，生
产了中国第一张新闻纸。近年来，该公司充分利
用宜宾丰富的竹资源优势，全力实施“竹浆纸及
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战略，通过工艺技术创新不
断优化生产过程，提高产量，提升质量，研发出
了以 100%竹纤维为原料的纸类产品，深受市场
欢迎。

四川天竹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专门以慈、黄
竹等竹材为原料，主营竹材粘胶纤维浆粕生产
与销售的企业。公司拥有竹纤维浆粕生产制造
国家发明专利 4项，所生产的竹纤维产品，能够
进一步制成衣服，让“竹子”穿在身上。

宜宾长顺竹木产业有限公司，为突破竹产
业应用“瓶颈”，毅然投入3000余万元巨资，携手
中国工程院张齐生院士和浙江农林大学姚文斌
教授等顶尖专家，致力于竹源纤维复合材料在
软体家具、汽车内饰件、航空内饰件等领域应用
研发，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经过不断发展，该
公司已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竹资源深度加工
行业标杆。

一根竹子，长在山上，是美丽风景，种在城
里，是漂亮绿道；竹竿可做成地板、窗帘、凉席；
竹枝、竹梢做成扫把；竹鞭笋壳做成根雕工艺

品；竹笋做成食品；竹屑、竹加工废料做竹炭;此
外，竹子还可以深加工变成竹纤维，做毛巾、衣
被……

作为典型的一二三产融合产业和富民产
业，如何进一步做优做强宜宾竹产业？宜宾市工
业和军民融合局副局长胡书春表示，目前，宜宾
已出台竹产业发展相关配套政策，着力鼓励和
引导竹产品加工企业从初加工到产业链后端的
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布局竹加工产业，以期将竹
子“吃干榨净”。

一方面，宜宾按照区域协调互补、错位发展
原则，引导全市竹类加工企业分类别向特色园
区集聚。其中翠屏区重点发展高品质竹产品等，
长宁县重点发展竹食品加工、竹工艺等，江安县
重点发展竹浆粕、竹纤维、竹建材、竹工艺品加
工等，兴文县重点发展竹食品加工、竹饮料、竹
建材等，南溪区重点发展竹浆纸、竹日用品，其
他县（区）提供竹产品生产原料等。

另一方面，宜宾积极向国内竹产品生产聚集
区派驻招商小分队，引进竹类龙头或先进企业，
补齐竹产品新工艺、竹基新材料、智能竹工机械、
竹生物医药等关键“短板”项目，推动产业集聚，
延伸产业链条。同时，在市委市政府重视，竹产业
相关主管部门重点抓科技领航，鼓励优质竹产品
及加工技术、加工工艺研发，支持竹原纤维、竹缠

绕复合压力管道等新产品的研发应用，推动竹浆
纸、竹人造板、竹家具、竹制品和竹笋加工等传统
产业进行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改造。

数据显示，宜宾市目前共有竹产业加工企
业 228家（规上企业 37家），形成了竹浆纸、竹浆

粕、竹纤维、竹食品、竹家具、竹日用品、竹工艺
品等多门类的竹加工体系。2018年，竹产业总产
值实现 149.6亿元，其中宜宾竹产业二产实现产
值64.4亿元，占全省竹产业二产产值200亿元的
32%，位居全省第一。

聚竹成林 向竹风景要“融合效益”

做深链条 向竹品加工要“科技效益”

聚全球资源 建“中华竹都 最美竹海”

风景秀丽的蜀南竹海

宜宾美丽的竹林风景

筹备中的竹产品交易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