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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昭通，有没有一项产业能快速
助推群众增收致富？”2017 年，昭通脱
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市委主要领导
向林草部门负责人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昭通市林草部门
负责人心里是有答案的。经过深入
调研和缜密论证，昭通市林业和草原
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黄启贵配合
林草部门制定了详尽的方案。2018
年，昭通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
《做大做强竹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
意见》《昭通市竹产业发展总体规
划（2018—2030年）》等文件，为昭
通做优做强笋用竹产业提供了政
策保障。

“ 经 过 多 年 引 导 ，到 2017
年 ，昭 通 方 竹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84.6 万亩，筇竹种植面积已达
94.6 万亩，加上野生竹林，总
规模达到 257.8 万亩，已经有
了很好的竹产业发展基础。”
黄启贵回忆道。

“第一次到盐津县柿子
镇新生村调研林业发展情
况，就经历了有生以来印象
最深刻的一次饿肚子。”黄
启贵说。

1988 年，黄启贵和同
事到新生村周边村落开展
林业资源调查。作为盐
津本地人，他对这一区域

群众的贫困状况早有了解。出发前，他提醒大家带足
3 至 4 天工作所需的干粮，无非是一些干巴巴的面
点。第一天工作结束后，黄启贵和同事借宿在当地群
众家中。看见这家人已经揭不开锅，大家实在不忍
心，便把所带的干粮留给了这家人。

野外工作的环境十分艰苦，一行人还要步行 10
多公里开展调研，饿了、渴了就喝口山泉水，当走到彝
良县两河地界时，大家都已经饿得走不动了。这次出
差饿肚子的经历给大家的触动很大，大家都在想：怎
样才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当地群众做点实事呢？

“我市有 9个县（市、区）都是适合发展竹产业的
区域，新生村其实和我们老家的资源禀赋差不多，如
果发展竹产业，会不会取得成功呢？”黄启贵心想。
在 1990 年实施的长江防护林工程中，林业人员在引
导群众植树造林时，有意识地在适宜区域指导其种
植方竹、筇竹。

“说实话，在长江防护林工程实施过程中，进展并
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没有攻克种子育苗技术，全靠分
篼繁殖的方法，导致发展速度慢。”黄启贵说，“后来，
我们采用种子现采现播的方式，发芽率一下子就提高
了，苗木供应也逐渐变得充裕起来。”

在长江防护林工程的推动下，昭通的竹林种植面
积迅速增加，林业部门果断推进，要求在所有适宜种
竹的区域，都要尽可能地种植竹子。

在抓竹产业发展过程中，昭通市最重要的工作有
两点：一是迅速扩大种植规模，搞产业化建设；二是将
原有竹林提质增效。

在实施低效林改造过程中，全市各级林业专家走
进竹林，手把手地向竹农传授科学的管护技术。

“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编辑竹林管护教材，并且要
让教材浅显易懂、易于掌握。”黄启贵说。

林业专家们汇集平生所学，把专业术语改成老百
姓听得懂的语言，编成了一本“口袋书”。书中详细介
绍了全年各个时节竹子管护的重点、具体技术要点等
内容，并将其发放到各个竹子种植区域，方便竹农随
时查阅。除了发放“口袋书”，新型的宣传工具也不能
忽视，短视频、微信朋友圈、顺口溜等都被广泛采用，
目的是让竹农直观易懂、一看就明白。各层级的现场
培训也是高频次的，群众很快便掌握了技术要领，清
楚地知道竹子哪些该砍、哪些该留，竹笋哪些该采、哪
些保留，幼苗如何管护、增施肥料有何要领。通过培
训，群众说起这些来头头是道，都成了“土专家”。

第二年，昭通竹产区的竹笋产量成倍增长，质量
也有所提高，吹糠见米的增收效果让群众非常信服，
技术推广起来更容易了。

2019 年至 2020 年，昭通加大了对低效竹林改造
的投入，全市竹笋产量从 2017 年的 8.1万吨，增加到
了2020年的33.2万吨。

效益是最好的助推剂。昭通一手抓低效竹林改
造，一手抓新植新造。截至目前，已新植竹子 370多
万亩，全部都为小径笋用竹。

“如今，全市共有竹资源 681万亩，昭通竹产业发
展真正实现了后来者居上。”黄启贵介绍道。

目前，昭通市方竹资源面积占全国的64.4%，筇竹
资源面积占全国的86.8%。

从 2021年开始，昭通市委、市政府和林草部门聚
焦竹产区群众的需求，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其中
3.5米宽的产业路建设了707公里，1.2米至1.5米宽的
采笋道建设了 1500余公里，3.5米宽的防火通道建设
了 860公里，总建设里程达 3112公里，极大地便利了
笋农的管护工作，增加了竹笋产量。

截至2024年，全市已建成19个竹笋初加工企业；

2025年，又有 22个相关项目纳
入规划。这些初加工企业规模
不一，小型的可满足几百吨竹
笋的初加工需求，而大型企业则
能处理4000—5000吨鲜笋。

近年来，昭通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用优厚的政策服务企
业，加大对经营主体的培育力
度，加工企业从 2018 年的 14 家
增加到了如今的 38家。

“现在的新生村，群众已经靠
着种竹、卖笋，日子过得今非昔比
了。”黄启贵满脸欣慰地说道。

因为常年在外指导竹产业发
展，黄启贵经常出差，曾连续几个
月不回家，他说：“全市 140多个乡
镇我全部用脚步丈量过，适宜种植
竹子的每一个村都有我的脚印。”

2007年，黄启贵在出差推广竹
子种植的途中，车辆侧翻导致他右
脚踝关节和腰椎骨折，被鉴定为工
伤八级。当时医生判断，他可能下
半生都要在床上度过了。然而，常年
爬山涉水、喝山泉水、吃野果练就的
强健体魄，竟让他战胜了伤病。他不
但慢慢地养好了伤，甚至又能重新走
进竹林里，走近那些如饥似渴期盼科
学种植技术的竹农身边。

2019 年，黄启贵被评为“乌蒙工
匠”；2020年，被评选为云南省“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

在昭通，像黄启贵一样默默耕耘
在竹产业发展一线的林业工作者还有
很多，他们为推动这一富民产业的发
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昭通林草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
共同努力下，昭通竹产业产值增速位居
全省前列，实现综合产值191.6亿元。竹
产业已经成为昭通覆盖人口最多、优势
最突出、助农增收效果最显著、带动效应
最强的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青 山 点 翠 成“ 金 ”
——林草干部的竹产业富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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筇竹深处，他们用光阴铸就绿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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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导竹子种植技术。大关筇竹。 筇竹笋。

大关县地处昭通市腹心地带，气
候温和湿润，降水量充沛，土壤肥沃，
是筇竹最好的生存家园之一。这里
的筇竹林面积达 102万亩，占世界筇
竹资源总量的70％以上。在大关县
的筇竹产业发展进程中，有一个人
发挥了重要作用——谢泽轩。

谢泽轩是大关县木杆镇细沙
村人。1986 年，他毕业于昭通农
校，主修作物栽培。参加工作
后，他又进入云南农业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深造，依然专注于作
物栽培专业。在大关县科委工
作几年后，于 1995 年被任命为
悦乐乡副乡长。此后多年，他
先后在科技局、发改局、扶贫
办 、林 草 局 等 多 个 部 门 任
职 。 尽 管 他 经 历 了 多 个 岗
位，但这些工作都与农业农
村分不开，他也一直潜心观
察和研究筇竹。

谢泽轩对筇竹的深入
研究，是从 1993 年董文渊
到大关挂职副县长之后，
才算走上正轨的。那时
候，董文渊在会上安排了
一项工作，要求全县对农
业技术进行推广。紧接
着，他们启动了第一个
研究课题《云南大关发
展 白 蜡 生 产 的 可 行
性》，并发表在 1997 年
第 9 期的《林业科技开
发》上。1999 年，他们
又合作了论文《散生
竹无性繁殖的育苗技
术》，发表在当年第 3
期的《云南林业科

技》上。
由 此 ，谢

泽轩也成了一
名“ 土 专

家”。他是

董文渊的助手，也是他的研究生。2024 年，
他和董文渊在《世界竹藤通讯》上发表了论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大关筇竹全产业链发
展路径》。这些年来，他们合作并发表的论文
累计达30余篇。

当时，大关县在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方
面几乎是空白，然而这些领域对于筇竹产业
的发展至关重要。由于条件艰苦，董文渊到
林区研究筇竹时，连吃住的地方都没有。谢
泽轩说：“去我家吧！家里吃什么，你就吃什
么；家里住什么，你就住什么。”董文渊二话
不说，带着行李就来到了谢泽轩家。谢泽轩
让家人改变生活习惯，调整生活方式，每天
晚上 10 点前就关灯睡觉，以保证董文渊能
够安心读书、写作、研究筇竹。吃的呢，常年
以苦荞米、苞谷饭、烧洋芋、老酸菜米豆汤为
主。要是工作推进顺利，有了新发现，他们
就会煮上一块老腊肉、从镇上买来两斤苞谷
酒庆贺一下。

30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研究筇竹，研究
它怎么生根、怎么发芽、怎么生长，研究它的
生长周期、适生范围。不仅是谢泽轩本人，他
们一家人都在配合董文渊工作。从竹林里取
回竹鞭、竹根、竹竿、竹枝叶等研究材料后，全
家人分工协作，剪的剪、切的切、量的量、称的
称，多年来一直坚持，目的是测定筇竹的生物
量。谢泽轩回忆说，为了观察和记录筇竹生
长的全过程，他们曾在山上的竹林里选择了
30根筇竹，连续守了三天三夜。通过这次长
时间的观察，他们知道了筇竹生长速度最快
的时间段，最适宜的温度、光照条件以及最佳
的空气环境，还明确了筇竹从出笋到死亡的
生命周期为5年……

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坚持不懈，才有可
能取得成功。他们的研究成果《筇竹开花结
实特性的研究》发表于《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6期，该论文深入探
讨了筇竹开花时间、种子成熟以及地下茎腐
烂等问题，并对筇竹零星开花现象进行了分
析。此外，《筇竹种子特性及实生苗生长发育
规律的研究》《筇竹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等
论文的发表，帮助他们获得了国家发明专
利。这些研究成果的运用，将筇竹种苗的成

活率从 30%提高到 98%，成功解决了育苗问
题。从 2015年到 2021年，他们共培育竹苗 1
亿株以上，并推广到彝良、盐津、威信、镇雄等
县，为全市的竹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竹苗培育出来后，他们多次深入村庄，向村民
耐心介绍竹苗种植的好处和方法。然而，仍
有少部分村民年年扔，年年放弃。但他们坚
持送去竹苗，不厌其烦地介绍。最终，村民理
解了，感动了，赚取收入后，才明白了他们的
良苦用心。

说到对筇竹的管护，谢泽轩欣慰地说：
“大关的竹农掌握得最好，目前一亩竹林的产
值已经突破了 1万元。”在采竹过程中，要坚
持“四砍四留”原则，即：砍密留稀、砍小留大、
砍弱留强、砍内留外。采笋也要遵循“四采四
留”原则：采密留稀、采小留大、采弱留强、采
内留外。通过这样的科学管护，竹林在 8年
后就能进入丰产期，每亩可采竹笋 300公斤
以上，收入可达 4000多元；同时还能砍伐成
竹 600根以上，每根竹竿可卖 10元。他们总
结了四个“3”：一家 3口人，3个月时间，管好
30亩竹林，年收入30万元以上。筇竹抗逆性
强，不怕风霜冷冻，不怕风吹雨打，不怕病虫
害，不怕干旱，种植风险小。种植大户层出不
穷，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了。

说到为什么这么喜欢筇竹，谢泽轩讲起
了往事。他出生在山区，房前屋后全是竹
林。小时候，看书、玩耍、帮大人干农活，都是
在竹林里。遇到再难的事，只要看到竹林无
边的绿色，心情就会放松。生活中再多苦累，
只要听到竹林里的涛声，就会信心满满。长
大后，他到外面读书的学费、生活费，全都是
大人卖竹笋赚来的钱。可以说，是筇竹供养
了他，也是筇竹成就了他。不仅是他自己，他
们家的幸福生活，都和筇竹有关。为了防止
其他人采伐董教授创办的基地，谢泽轩的大
嫂早上 6 点就上山看护，晚上 10 点才回家。
筇竹种植讲究“一分种，九分管”，怎么管护好
筇竹，他们一家人都很精通。“我母亲今年 92
岁了，身体朗硬得很。她每天都会去竹林里
走走看看，哪里的筇竹少了一棵，哪天竹笋开
始冒出来，她全知道。竹笋长出来后，她还会
参与采笋。”谢泽轩说，20世纪 90年代，山林

都是由集体管护。他率先在老家尝试，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竹林划分到一
家一户，让大家自己种、自己管。效果
最明显的，是来龙社，10多户人家，平均
每户拥有 100亩以上的竹林。通过这些
年的努力，每户年收入达 30 万元以上，
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谢泽轩和筇竹的不解之缘令人感
动。董文渊研究、生活过的地方，他让家
里人保护起来，挂了两块牌子，一块是“中
国筇竹系统研究起点”，另一块是“中国筇
竹系统研究从这时出发”。谢泽轩说，竹
子不仅成就了自己，也让下一代受益。因
为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他的儿子谢东巨
得以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
习金融。

退居二线后，谢泽轩的工作内容虽然
简单了一些，但任务似乎更重了。他常常
跟随县里的领导深入村庄调研、外出参加会
议、招商引资……有时，一个电话打来，他拖
着行李箱就出门了。退休后，除了配合大家
做好相关工作外，他一心一意搞研发，致力于
在筇竹产业的深加工领域寻求突破，因为这
一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大关县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认
真践行“两山”理念，依托大关县筇竹“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资源禀赋，构建“基地培育+
园区加工+新型主体+农户+竹旅融合”百亿
筇竹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推动“小筇竹”变“大
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大关筇竹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