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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2022年9月，肖付均、吴国琴夫妻俩迎来丰收季。
“与前几年相比，如今的三合村越来越美了，出门便是竹海。”

肖付均说，变美的不只是三合村，还有竹农的新生活。“我们历来
以竹为食、以竹为生。2021年，家里一季方竹笋收益 4万元，育竹
苗40万株，年收益80万元左右。”

肖付均的家在彝良县牛街镇三合村，地处彝良县万亩竹产业
示范基地内。

一方翠竹撑起一县经济，竹产业成为昭通乡村振兴的“绿色
引擎”。

“前些年林子里的竹笋变少、变小了，
大家都知道，退耕还林是对的。”
9月 30日的清晨，朝阳初升，晨雾渐散，“挂”在山坡上的三合

村开始苏醒。肖付均和妻子吴国琴将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采笋
刀具、尼龙袋子收拾好，和家里人交代几句，就出门进林了。不一
会儿，左邻右舍吆喝着走进自家竹林。

肖付均和妻子吴国琴要去的竹林是离家最远的一处，有 3公
里，其他竹林都在家附近。而在以前，肖付均和妻子吴国琴都是
凌晨5时出发，要步行2小时左右的路程才到达采笋的原始竹林。

“在山里采笋大半辈子，如今脚下这片竹林终于是自家的
了。”肖付均笑道。

肖付均的父母生育了4个孩子，到肖付均这一代生育了12个
孩子。一家三代人中，代代是竹农。肖付均是家里长子，最早当
起竹农。

“在原始竹林采笋子，太累了，太辛苦了。”10多岁就上山采笋
的肖付均清楚地记得，凌晨 5时，天还没亮，他就跟着父母步行进
了山，山坡很陡，土壤松软而湿滑；竹林茂密，竹叶上满是冰凉的
露水。竹笋长在原始的山林里，人人都可以去采，走得慢，就只能
羡慕别人的收获。那时，肖付均年轻力壮，眼疾手快，在竹林里穿
梭毫不费力，一小会儿，他的衣服就被露水全部打湿，裤子上沾满
泥巴……如今，这样起早贪黑、步履匆匆地到原始山林采笋的场
景，偶尔还会出现在肖付均的梦里。

20 多年前，三合村的村民们就已经注意到山上茂密的竹林
了。迫于生活，当时采笋的人比现在多得多，但因为交通不便，竹
笋运不出去，价格也起不来。2001年以前，昭通的竹产业主要依
托自然资源自由发展，竹林自生自灭，采笋随心所欲，竹林退化，
效益低下。肖付均说：“那时，笋价每公斤 0.6元，因为过度采挖，
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三合村，地处彝良县北边，离彝良县城 64公里。1994年才通
了条毛石路，地处山区加上交通落后，这里的村民生活贫困，无心
关注山上雨后冒出头来的笋子，精力全在自家种的土豆、玉米上，
没有人愿意把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带出大山。

在 2001年第一轮退耕还林中，昭通开始推广竹产业，最先在
盐津县、彝良县先行先试。当年，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调
查，结合三合村的气候条件及野生竹林的生长情况，为村子“量身
定制”退耕还林等扶贫措施。当时，三合村的经济结构单一，农民
人均年收入不足900元。

但是，当时村民种竹子的积极性不高，他们想不通，“把土地
种上竹子，人吃什么？”甚至有人把竹子简单地插在地里。后来，
相关部门又给予当地退耕还林项目扶持，每亩补助玉米150公斤、
20元钱，连续补助8年。这次，村民接受了扶贫措施。

2008年，当地第一批种下的竹子有了“收成”，每亩竹林能产
一两百公斤竹笋。交通不便仍是个问题，外面来的商人开出的收
购价每公斤还不到 0.5元。但村民算了算，这已经比种粮食作物
好多了。

此后，当地竹产业逐渐发展，有了内部竞
争，竹笋的价格也在慢慢上涨。近几年

来，随着昭通各地基础设施的不断
完善，脱贫攻坚力度的不断

加大，三合村的变化也
越来越大。尤其

是竹笋加工厂的落地，让以竹为生的农户有了新的销售渠道。
为了稳定价格，保护竹农的利益，2018 年，竹笋加工厂实行

统一收购保护价，每公斤鲜笋的价格为 9元左右。“竹林是我们主
要的谋生之地。前些年林子里的竹笋变少、变小了，大家都知
道，退耕还林是对的。”肖付均足足想了两天，最终想通了。当
年，他果断地把自家所有土地都种上竹苗，自此精心培育家里的
80亩竹林。

守着竹子过上了好日子的还有肖付均的二弟肖付江。肖付
江不仅有竹林，还开办了一家合作社。肖付江的儿子也跟着打理
合作社的事务。

“日子越来越好，让村民切身体会到：
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生态就会回馈你。”
中午12时，肖付均和妻子吴国琴已在自家竹林里采笋20公斤

左右了，若在以前，到这个时间点儿只有几公斤是常有的事儿。
“今天天气好，得抓紧时间，走完这一片。”吴国琴找了片空地席地
而坐，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和丈夫肖付均计划着。

吴国琴口中的一片就是眼前望不到边的 20亩竹林。肖付均
家里80亩左右的方竹，如今全部进入采笋期。

这是他们连续采笋的第15天。对采笋人来说，秋天才是他们
收获的季节。刚刚破土而出的竹笋只要有几十厘米长度，就能采摘
了。但肖付均和他的妻子并不那样做，而是每隔50厘米的距离就
要留下一根竹笋，目的是让这根竹笋长大成竹，以便来年有笋可采。

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想法和做法，不单是肖付均和妻子吴国琴
懂，彝良全县乃至全市竹农都懂。2001年昭通市退耕还林以来，
盐津、彝良、大关、镇雄等县开始探索竹林抚育良策。其中，盐津、
彝良的方竹通过抚育，由小径竹变为大径竹，方竹笋由小径笋变

为大径笋。“2018年，彝良一家竹笋收购商收购的方竹笋，最大的
一根达 1.4公斤，相当于过去一根普通笋子的 10倍。”肖付均记忆
犹新地说。

2018年，昭通市委、市政府决定把竹产业列为全市的六大产
业来抓。市林业和草原局及北部8县（市）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
产业发展生态化”和“村村有亮点、组组有看点、户户有支撑”的产
业发展要求，创新举措，压实责任，全力推进竹产业发展。

近年来，昭通市林业和草原局组织林业专家深入北部 8 县
（市）实地调研竹产业情况，按照“一山五河谷”的空间布局和“宜
竹则竹、以笋为主、笋材结合”的思路，突出“一县一品”，注重功能
布局，科学编制《竹产业发展规划》，认真制定《基地建设和提质增
效实施方案》，落实提质增效和新植地块。在规划过程中，统筹考
虑道路、水利、电力、通信、旅游等基础设施，确保同步规划、同步
实施。

制定了《昭通市金佛山方竹高效培育技术》和《昭通市筇竹高
效培育技术》等，整合各类林业技术人员和专家，成立 8个竹产业
发展专家工作组，挂钩北部 8个县（市）开展技术指导。2019年 3
月以来，持续围绕育苗、新植和低效竹林改造，现场组织实用技术
培训。同时，加强与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合
作，建立竹产业科技支撑体系，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加大竹子丰产
栽培技术推广力度，提高种植管理水平。

10月11日，肖付均家的采笋工作进行到第26天，其间休息了
5天，共采笋1吨左右。按照平均价格每公斤10元计算，肖付均家
21天采笋收益达1万元。

“2018 年，竹笋价格每公斤 9 元；2019 年，9.4 元；2020 年，10
元；2021年，9.5元；今年，9.6元。2018年以来每年价格都在上涨。”
拿着刚采的竹笋，肖付均笑开了花。

剥笋壳，是采完笋后的第一道工序。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实
则蕴藏着大学问。“剥壳技术越熟练，越能保证竹笋的品质。”说话
间，肖付均左手捏住竹笋，右手握住笋刀，在笋尖下 2厘米左右的
地方切下，沿着笋根的方向削过去。笋壳分离后，他又捏住笋尖
在食指上绕几圈，笋壳就全部剥去了。

据悉，彝良县通过提质增效，竹笋亩产在现有200公斤左右的
基础上年均增产100公斤左右，每亩收入至少可增加1000元。同
时，彝良县加大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力度，依托境内丰富的竹资源，
深化竹资源加工利用，积极鼓励和支持竹笋加工企业扩能增产，
方便竹农就近销售竹笋，提升种竹的经济效益，促进全县竹产业
持续增效、竹农持续稳定增收。

在三合村，除了采竹笋，育竹苗也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每年春天，肖付均都会采购一定量的竹种，育苗一年，然后来年销
售。“竹苗可值钱了，2元一株。”2021年，肖付均和吴国琴夫妻俩育
竹苗约40万株，收益约80万元。

如今，一年近百万元的收益，让肖付均尝到了种竹子的甜
头，不仅改善了家里生活条件，还把家里 3 个娃送进大学、完成
了学业。

发展竹产业是贯彻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有力举措，是昭通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担当，是“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竹产业上开辟了一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有机结合、相互转化、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其中，彝良县围绕
小草坝万亩竹产业基地提质布景，打造集竹海观光、竹笋采收、竹
林康养为一体的竹产业综合示范园，探索以竹生态、竹编、竹雕、
竹宴、竹文化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

“靠山吃山，如今换了个吃法。日子越来越好，让村民切
身体会到：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生态就会回
馈你。”肖付均说，过去人们来到这里只是因
为这里竹笋鲜美，现在很多人都是
奔着风景而来，家里的生意
比以前更好了。

幸福在拔节生长
记者 唐龙泉飞

彝良县万亩竹产业示范基地。

新鲜竹笋。

吴国琴在分拣竹笋。

肖付均在竹林采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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