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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到来之前，梁
平百里竹海度假区早
已热闹起来。竹海
深处的猎神村，梦溪
湉园民宿的预订电
话响个不停。

“过去靠竹子
造纸、挖矿挣钱，污
染重；现在靠这片
竹海，吃上了‘生态
饭’！”村支书陈宗寿
感慨。

百里竹海是明月
山系中段的翡翠长廊，

12座千米山峰夹峙着50
公里竹海，300余种竹子汇

聚，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
高达 5700个，夏季均温 22℃，

全年320天宜游。
梁平的选择是：关停污染作坊

矿厂，划定生态红线，实施造林抚育、
生态修复，将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打造成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如今，依托“五湖四海”的空间布局（明月

湖、竹风湖等，琴海、棋海等），百里竹海已拥

有观音洞（4A）、猎神居（3A）、寿海、蝴蝶谷等
核心景点，建成梁山驿、梦溪湉园、墨林竹院
等精品民宿，带动百余家“竹家乐”，形成“百
里星宿”民宿集群。

更令人瞩目的是三峡竹博园——这里不
仅是全市最大最全的竹种质资源基因库（保
存300余种活体竹），更通过竹里馆、竹博馆等
载体，系统展示竹的生态价值与文化底蕴。

“‘竹林景区+研学游’的模式已然跑通。”
梁平区文旅委负责人兴奋地告诉记者，游客
的到来，不仅带火了竹帘、竹雕等传统工艺品
变身旅游商品，更催生了全竹宴、竹笋鸡等特
色美食，“景区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旅游
产值突破15亿元。”

梁平的“竹山变金山”并非孤例。永川茶
山竹海，以茶竹共生的独特景观成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和 4A景区；南川成立“方竹笋产业
研究院”，为产业注入灵魂；忠县也在规划竹
海公园、竹种园和康养基地。

“当竹林遇上文旅，‘绿水青山’的变现路
径豁然开朗。”市林业局负责人表示，重庆的
笋竹资源多依山傍水，本身就具备旅游基
因。未来的竹林培育和建设，将前瞻性地融
入旅游发展规划，让这棵“致富竹”同时成为

“减碳竹”“精神竹”“旅游竹”。

一根竹子的一根竹子的““变形记变形记””

重庆竹产业的千亿突围战重庆竹产业的千亿突围战

工人在轩瑞食品加工厂车间加工休闲食品
（笋尖）。 重庆日报通讯员 罗碧川 摄

日前，中央电视
台新闻频道“外贸优
品中华行”栏目的镜
头，对准三峡库区忠
县长江畔——重庆瑞
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瑞竹）的智能车间，一
张张竹纤维板被送入
流水线，“变身”为环
保餐盒，闯出了一条
绿色消费新路。

竹林是地球上最
高效的“绿色工厂”之
一。重庆是我国西南
地区重要的竹类资源
分布区，截至2024年
底全市竹林面积449
万亩，资源富集、潜力
巨大。近年来，重庆
推动“四链”深度融
合、“四侧”有效联动，
从卖原料到卖技术、
卖标准，再到竹文旅
融合，竹产业正冲刺
千亿产值。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6月20日，重庆瑞竹的智能生产线上，机
器人手臂翻飞，竹纤维历经 18道精密工序，
魔术般蜕变为抗高温、可冷冻的环保餐具。

“像这样的生产线，我们有 23条。”董事
长王建忠语气带着自豪，重庆瑞竹的产品在
欧美市场很受欢迎，每年出口收入近4亿元。

回到重庆广袤的乡野——这里拥有西
南地区最密集的竹资源，449万亩竹林郁郁
葱葱。随着中国与国际竹藤组织联合发布

“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的推进，重庆竹产
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科学布局竹品种、深化竹笋加工、激活
发展潜能、推动竹文旅融合，重庆竹产业这
座“绿色金矿”正焕发生机，逐步兑现其富
民强市的“千亿身价”。

芒种时节，丰都县三建乡的雷竹林中，笋
尖顶破泥土的脆响此起彼伏，与村民采收的
欢笑声交织。

市林科院工程师童龙站在林间，这片他
指导发展的 3000亩笋竹，已成为当地增收的
支柱。

“重庆，天生是竹子的乐园。”童龙介绍，
北纬 28度到 32度的阳光，带来了温湿的气
候，孕育了21属168种竹子，资源密度与丰富
度全国瞩目。

在市林科院的资源圃里，童龙和团队选
育的“绿竹”“雷竹”“高节竹”“刺黑竹”等15个
优质笋用竹品种，破解了竹产业“吃”的季节
短、品质不稳的问题。他们精心绘制“周年供
笋图”，让春有雷竹、平竹的鲜美，夏有麻竹、
绿竹的高产，秋有金佛山方竹、刺黑竹的独特
风味，冬有精心培育的高价冬笋，力求四季鲜
笋不断档。

好的资源禀赋，需要匹配好的加工技术。
南川区工业园区轩瑞食品的实验室里，

百香果的酸甜与罗汉笋的清冽正发生奇妙反
应——该公司最新研发的“百香果罗汉笋”刚
刚定型。目前，该公司将南川金佛山“笋中之
王”与水果、蔬菜创新融合推出 10余款产品，
溢价轻松超过30%。

依托年产3万吨方竹笋的优势，南川构建
起清水食材、即食休闲、预制菜、膳食纤维精深
加工四大产品矩阵，一条3500吨液氮速冻生产
线更让“四季鲜笋”成为现实，错季销售价格提
高3倍，牢牢护住“地理标志”的金字招牌。

“重庆竹笋食用加工水平在全国处于领
先水平。”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
全市鲜笋产量约 25万吨，36家加工企业设计
产能超 10万吨。他表示，近年来我市着力突

破低温保鲜、脱苦
等关键技术，发力
膳食纤维粉、代餐、
功能饮品等健康食
品赛道，推动做足精
深加工，让高附加值货
架上的“明星”集聚。

位于梁平区的重庆竹
贸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竹贸通）就是这样的明星企
业。过去，梁平的竹皮以 6000—
7000元/吨的价格出售给沿海，人家
转手加工卖 6000—7000美元/吨；更令人
揪心的是传统加工产生了巨大浪费——80%
的竹节、竹粉、竹屑成了垃圾。

2019 年起，竹贸通咬牙投入 2000 多万
元，研发出全自动竹粉生产线，变废为宝。在
百里竹海深处的工厂里，曾经被丢弃的“边角
料”华丽蜕变，被制成竹粉：作为焊条辅助材
料，在航天、航海、高铁等高端设备制造领域
发挥作用；也可作为“以竹代塑”的绝佳原料，
制成可降解餐具、地膜；提纯后的食品级保健
竹粉，身价更是飙升至每吨16万元。

而“卖标准”才是产业话语权的巅峰。今
年 5月 1日，由重庆瑞竹牵头起草的《竹纤维
模压容器》国家行业标准正式实施。这家库
区企业已手握 30余项国家专利，产品通过中
美欧严苛认证，畅销海外。

“前沿技术正推动竹产业跨越式发展，”
市林业局负责人坦言，“‘食用’与‘用材’双
轮驱动，在提升笋产品即食化、功能化的同
时，重点突破竹纤维模塑、竹基复合包装等
高值‘代塑’产品，向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化
要未来。”

初夏的荣昌，10万亩麻竹郁郁葱葱。该
区林业局副局长王玲的运动鞋踩过新修的林
间道，张罗着竹笋和竹叶的采收。“竹子全身
都是宝，”她如数家珍，“笋采到9月，叶子收到
12月，笋壳笋节做饲料、食用菌培养基，竹竿
也派大用场。今年全区笋竹产值预计能达
1.6亿元。”

早在2012年，荣昌竹产业产值就达到2.4
亿元，但此后产值却呈现下滑趋势。转机源
于2023年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荣昌推行

“市场化运作、标准化建设、网格化管理、链条
化驱动”“四化”工作机制，积极培育新型主
体，矮化改造麻竹，“化零为整”集约管护，构
建“企业+集体林场+网格林长+林农”的闭环
利益共同体。

改革立竿见影：目前，该区新增集体、家
庭林场 38个，集聚加工企业 20余家，形成了
竹笋、竹叶、竹材、竹苗、加工剩余物利用五大
产业板块，产值强势回升。

但隐忧犹在。部分林区道路的缺失，让
重庆竹材运输成本比外省高不少，这成了制
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尽管地处笋竹大
区，南川轩瑞食品的原料仓里，相当一部分竹

笋却来自外地。采购经理指着磅单：“本地鲜
笋甚至高于外地的冷链价。”

“竹产业壮大，政府‘有形之手’不可或
缺。”扎根荣昌20余年的重庆市锦竹车厢板有
限公司总经理龚举平对此深有体会。他说，
重庆有竹资源、有科研基础、有加工能力，应
对营造林、采运及初加工的机械予以适当补
贴；对基地的道路、灌溉等基础设施予以大力
支持，在农业补助、冷链补贴、政策性保险、加
工贴息等方面给予“真金白银”扶持。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
‘四链’深度融合，政府侧、市场侧、创新侧、人
才侧‘四侧’有效联动。”忠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县将竹产业明确为“一主两辅”特色产
业写入顶层规划，整合各类资金8650万元；加
强银政企合作，发放纾困资金4600万元，构建
供应链金融；投入 6000余万元打造“政府+企
业+科研院所”产学研平台，推动竹基复合材
料、食品包装等深度研发转化。

一套“组合拳”下来，忠县竹林面积达
30.6万亩，产业总产值6亿元，竹农增收1.7亿
元，“忠州竹（笋）”声名鹊起。

行走在重庆的竹林里，最强烈的
感受是“觉醒中的力量”。瑞竹公司流
水线上“以竹代塑”的餐盘、竹贸通车
间里论克卖的竹粉、猎神村竹海中兴
起的民宿，都在释放产业觉醒的信号。

但在眼下，449 万亩竹海如同沉
睡的绿色银行，“存折”在手却尚未完
全兑现。“笋用竹体系日趋完善，但材
用竹还要大力发展。”童龙坦言，重庆
处于散生、丛生、混生竹混合区，全市
449 万亩竹林，笋用竹 136.6 万亩（16
个品种），作为材用竹主力的慈竹面积
虽有 205 万亩，但低效林占比较大，

“就像未经雕琢的玉料。”
一份资料显示，我市慈竹、寿竹、

白夹竹等乡土竹种面积较大，开发利
用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工环节
高附加值产品大有可为。

觉醒需要科技赋能。从市林科院
选育的优质竹种，到竹粉在航天焊条、
钠电池中的跨界应用，科技让竹子突
破“初级农产品”的宿命。

觉醒更需要制度破壁。荣昌“四
化”改革、忠县竹产业发展组合拳等探
索表明：打通政策堵点，绿竹自会成金。

竹子在中华文明中象征韧性。今
天，重庆竹林正在经历从“自然生长”
到“产业觉醒”的蜕变。当科技之光照
亮加工车间，当政策活水灌溉万亩竹
海，这根承载千年文明的绿竹，终将在
现代产业体系中挺立成林。

▼重庆市梁平区明月山百里竹海
景区。 重庆日报通讯员 熊伟 摄

价值蝶变
从粗放到精研，竹材身价倍增

四链协同
政企研合力破局，疏通产业发展“任督二脉”

核心提示

竹旅生辉
“竹”下功夫深，昔日竹山变金山

记者手记

从“自然生长”
到“产业觉醒”

□ 彭瑜

▲笋农行走于方竹林间。
重庆日报通讯员 汪新 摄

王建忠向记者介绍抗高温、可冷冻的环保
餐具。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摄

重庆瑞竹的智能生产车间。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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