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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发展 眉山“胸有成竹”
四川得益于多山地形和温暖

湿润的气候条件，有竹子18属160
余种1752万亩，竹产业产值261亿
元。四川竹产业具有品种多、规模
集中、基础好三大优势。四川竹林
面积全国第一，产业发展潜力巨
大。

眉山是四川竹资源培育重点
地区，从海拔 2830 米的瓦屋山到
青衣江、岷江两岸分布有近 100余
种竹类。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因优
越的竹类自然生态环境，被列入国
家大熊猫公园规划范围。全市森林
面 积 450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9.07%，其中竹林 108 万亩，可年
产竹材60万吨、竹笋10万吨。

近年来，眉山竹编通过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形成了平面
竹编、立体竹编、瓷胎竹编等 25类
3000多个品种的产品体系；形成了
竹编、竹浆造纸、竹木加工、电子商
务等发展业态；眉山市与高校合
作，每年研发竹类新产品近 100
个，已拥有竹艺专利授权 40多件，
版权登记 200 多件。2017 年，全市
竹类综合产业实现产值 55 亿元，
竹农的竹业人均收入超过 750元，
近万人通过竹产业脱贫。在“中国
竹编艺术之乡”眉山市青神县，更
是实现了由竹子到竹用品、再到竹
编艺术品的精彩蝶变，成为中国传
统竹文化的传承地与现代竹艺术
的研发地。青神竹编也因此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国际竹藤组织采购的礼品（张忠苹 摄）

赠送奥地利总统的茶具（张忠苹 摄）

国际竹艺城入住熊猫

青神竹编文化艺术节舞龙表演 （青神县旅游局供图）

国际竹艺城竹艺大比拼（眉山日报社供图）

眉山青神国际竹艺城

传承非遗
竹香一缕“绕指柔”

张德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
传承人、青神县竹福竹编艺术创作中心创始人，
四川十大民间艺术家。早在 2008年 11月，张德
明就和法国奢侈品牌爱马仕推出的子品牌“上
下”合作，编织竹丝扣瓷茶具。在上海淮海路的

“上下”奢侈品专卖店里，最贵的一个竹编花瓶
售价近3万元。

作为老字辈竹编艺人代言人之一的他，在
今年 3 月中旬接到了一份意义非同寻常的订
单：为即将来华访问的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
德贝伦准备一件竹编工艺品。经过几天几夜的
精心打磨，一套翠色欲滴的茶具出炉，它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丝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龙泉青瓷的完美结合体，四川的慈竹和浙江
的陶瓷通过两地匠人精湛的工艺以一种前所未
有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张德明告诉记者，给
这件礼品的命名颇花了些工夫，几番苦思冥想
后豁然开朗，将这套茶具命名为“融”。张德明
说，“融”既是竹与瓷的无缝对接，又是习近平总
书记倡议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完美诠释。竹
和瓷一样都来源于泥土，是大地这个共同的母
亲孕育了它们，竹生长于大地用它的绿荫呵护
着母亲，抽丝剥茧后又用它的身体对来自泥土
的瓷进行再次的拱卫，不仅隔热、防烫，而且美
观、精致。竹的温润，瓷的典雅，二者互为依存、
相得益彰，使青神竹编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升
华。

6月5日，身在福建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
期望海路的喻先生收到了刚刚从网络平台购买
的竹编保温水杯，制作这水杯的竹子原材料来
自青神县的白果乡下翁村的农户费兴明。今年
开春以来，费兴明已经陆陆续续向青神县众鑫
公司以一元一斤的价格销售了自家山前屋后栽
种的2000公斤慈竹。

卿春，80后，三峡移民，青神县众鑫竹藤制
品有限公司的经理。卿春经营的竹藤制品公司
每个月线上线下的营业额有 50万左右的规模，
今年接的最大一笔单是国际竹藤组织预定的
1400 多个礼品瓷胎竹杯，采购金额接近 30 万
元。

一根普通的慈竹，经过怎样的工序，才能化
为瓷杯上面的“绕指柔”？据卿春介绍，慈竹得先
用很细的木工锯锯成节状，然后刮青，接着晾晒
两到三天，这些来自山区的慈竹在阳光下散去
了全部的水份，韧性一点点的充满了身体的每
个角落。这个时候要用篾刀把竹节分为1.5公分
宽的块状，再把竹节按 0.22毫米的厚度轻轻进
行分层，从柔韧性和竹本身特有的色彩考虑只
能用第一层的慈竹，然后分丝，丝的宽度 0.4-
0.5毫米。一般情况下，100斤的慈竹可以出 400
克的精品竹丝，做一个瓷胎竹杯大概需要5-10
克丝。

据了解，青神县充分利用互联网+，走产业
与信息化相融合的路子，鼓励发展竹编电商。目
前全县现有竹制品网店 300 多家，网上销售额
近2亿元。

出台政策
集群发展“编经济”

2016 年 8月，眉山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快竹编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全市
将以“编”为主，大力发展竹编“百姓经济”，加快
竹编产业的工业化改造、信息化提升和产业化
经营，同步推进“竹+”系列产品的集约集群发
展。

2018 年 4月，眉山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
精神加快推进竹产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全市
将着力构建“一核两带四链”竹产业新格局，
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眉山特色的要求，
高标准建设一批竹艺名城、竹艺名镇、竹艺名
村和竹艺人家，竹林生态功能得以充分彰显、
竹环保产品进入千家万户，竹文化传承进一
步发扬光大，让竹林成为美丽眉山一道靓丽
风景线。

自 2012年以来，眉山市始终坚持将竹产业
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将竹产业发展
作为“一把手”工程，连续 3次出台相关政策意
见，坚持一幅蓝图绘到底，切实把“一根竹子”做
成了一个产业。近四年，市级财政累计安排竹产
业扶持资金达 7600 万元；从今年起，全市将每
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1.4亿元以上，用于竹产业
技改升级、产品研发、品牌创建、市场推广和对
竹企业奖励扶持及贷款贴息等。

在青神，自《青神竹编产业发展规划》2012
年获得省政府批复后，各级不断加大对竹编产
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充分发挥一批国际竹编工
匠大师的传承引领作用，深度开发竹编制品，努
力构建“竹+X”“竹+品牌”等多元化发展体系，
实现了平面竹编、立体竹编、瓷胎竹编、竹家具、
竹装饰等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
产品发展到 25个大类、3000多种产品，并与爱
马仕、香奈尔、鑫玉珠宝、国金黄金等国际国内
知名品牌实现跨界合作，每年生产销售 26个品
种1.5万余件产品。青神竹编获得竹艺专利授权
41 件，版权登记 212 件，被列为四川省外事礼
品，产品远销欧、美、澳以及东南亚等 50多个国
家和地区。

竹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就业、致富打开了
新路。近年来眉山充分发展“国际竹藤组织培训
基地”影响力和作用，组织开展国际国内竹编技
能培训，带动就业创业、助贫致富，让绿水青山
变为金山银山。连续6年实施竹编“千人培训计
划”，让地方群众，特别是残疾人、妇女等群体实
现灵活居家就业；举办全国竹产业扶贫培训班
20多期，为四川凉山、广西罗城、贵州凯里、西藏
墨脱等20多个省市培训5000余人次，带动国内
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每年实施对外授助培
训项目，对国际竹藤组织成员国学员培训 10余
期，共培训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加纳等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竹产业贫困人口5000余人。

绘就蓝图
致力构建“六个+”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青神形成了竹编、
竹浆造纸、竹木加工等六大业态，拥有云华竹
旅、美联家居、西龙纸业等规模以上竹业龙头企
业和 100 余家手工作坊，竹编产品销售网点遍
布国内各大城市，远销欧、美、澳以及东南亚等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让竹编走上一条特色产业之路，将这
一无形资产打造成有形的支柱产业，青神县专
门成立竹编产业园区，鼓励产业向园区聚集，以
推动产业现代化和规模化。在园区建设上，每年
拿出 22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入驻园
区，并通过整合涉农项目、财政投入、引进社会
资本投入等方式筹措资金，解决园区建设发展
中的资金难题。

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青神县西龙
镇，是一家集生产、销售、品牌运营为一体的竹
产业创新型企业。公司于 2014 年底，以“简单·
适度”为品牌理念，开创了“斑布BABO”竹纤维
本色生活用纸品牌，先后与全国知名机构开展
广泛合作，研发出了自己的国家专利——“生物
质精炼技术”，实现了竹产业生物质全价循环利

用，填补了行业空白。自 2015 年全国首家推出
竹本色“斑布”系列产品以来，公司经营指标快
速增长，产值连续 3年翻番。2017年，实现了中
国本色生活用纸销量第一，市场占有率 30%以
上，实现产值12亿元、利税9000余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 2000余个，收售竹农竹材 40余万吨，助
农增收3亿余元。在去年双11的销售大战中，斑
布纸实现网络销售额5200余万元。

四川省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年，是专业从事竹和竹制艺术开发、研究、
生产、旅游为一体的公司，是眉山市竹编行业的
龙头企业。在市、县两级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公
司以“开拓、创新、求实、奉献”为宗旨，将青神竹
编开创出“平面竹编”“立体竹编”“竹编家具”

“瓷胎竹编”四大系列，创新出了 2000多个竹编
新产品，把现代竹编文化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自公司成立以来，共承办了各类竹编艺术的长、
短培训班和专题讲座 500多期，共有来自 45个
国家的 25000多人接受了多层次、多规格、多专

业的培训。约有百分之一的学员办起了自己的
公司、合作社和培训基地，有20%的学员常年从
事竹编生产，靠竹编走上了富裕之路。

目前，青神县竹产业总产值达 16 亿元，竹
编产品直接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竹编及相关
产业总产值占县域GDP的8.6%；竹产业从业人
数3.5万人，带动农民增收1.8亿元，农民人均从
竹产业收入1500元以上。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为进一步加
快竹编产业发展，眉山市提出了力争在“十三
五”末，全市竹编产业产值达 100 亿元，从业
人员达 100 万人的“双百”工程。将加快竹编
产业的工业化改造、信息化提升、产业化经
营，构建“研发机构+龙头企业+专合组织+
千家万户+互联网+金融”的“六个+”竹编产
业发展新模式，形成“主攻二产，发展三产，
提升一产”的竹编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全面
带动眉山的竹文化和竹产业发展，带动创新、
创业和农民增收致富。 （常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