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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路上R

竹丝滑过指尖，经纬依序穿插，工

作台前，竹编大师陈云华以竹为墨，一

幅 笔 力 遒 劲 的 书 法 作 品 渐 渐 显 出

轮廓。

“76 岁了，手还稳得很呢！”陈云华

是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人，这里盛产竹

子。陈云华的爷爷是村里有名的篾匠，

6 岁他跟着爷爷学编簸箕、背篓，没几年

就被公认是“巧小伙”。

一根细薄的竹片在手中几番弯折，

划开切口轻轻一拉，一层“薄纱”就被剥

离 下 来 —— 这 ，就 是 竹 编 的“ 启 篾 ”工

序，陈云华能完美地剥出 20 多层。

巧手换来好生活。1968 年，他在县

里办起第一个竹编作坊，带着 20 多个村

民编果盘、面包篮。产品销往海外，几

年时间为村里换来了 4 台拖拉机。在他

的带动下，编制竹制生活用品成了青神

县百姓致富的好门路，不少人“编”出了

自行车、家电，甚至盖起了楼房。

“竹林里藏着‘金矿’，想发掘就要

不断创新。”陈云华告诉记者，竹编生活

用品附加值有限，一筒竹子价值 5 元，

如果能做成竹编艺术品，最多能卖到上

万元。他钻研找到了为篾片上色的新

方法，打破竹编只有双色的传统，《清明

上河图》等名人字画开始在多彩交错的

竹丝中呈现。 3000 余个竹编品种陆续

被 钻 研 出 来 ，竹 编 开 始 演 变 为 艺 术

作品。

在陈云华看来，竹编艺术的精髓在

于还原自然。闲暇时，他带上相机走山访水，再将照片用竹编还原出

来，表现力毫不逊于画作。“跟竹子打交道，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创作

新作品，他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不断创新、实践，陈云华从传统的立体竹编、平面竹编，又演化出

瓷胎竹编、仿真竹编，路越走越宽。1984 年至今，他的公司承办了

500 多期培训班，教出 2 万多名竹编技艺人才，有人办起公司、合作

社，也有人接过文化传承的担子，成长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陈云华的竹编之路还走出了国门。他先后去非洲、南美洲等产

竹的国家开班教学，将技术倾囊相授。“虽然语言不同，肤色不同，往

美好生活奔的干劲是相通的。”看到学员们创作出富有本国特色的竹

编作品，陈云华成就感十足。截至目前，通过线下线上培训班，他培

训了来自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学员。

“无梅之华，虚心劲节沐风雨；无松之傲，挺拔向上冲云霄。”从事

竹编 60 多年来，不断创新、授业，陈云华将竹编技艺发扬光大，让更

多人增收致富，追梦之路仍在继续。

图①：陈云华在进行竹编创作。 资料图片

图②：菊花造型的立体竹编栩栩如生。 本报记者 张伟昊摄

图③：陈云华为学生讲解竹编技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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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位于广西

东部，山地面积广阔，气候温和湿润，种植茶

叶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近年来，昭平县聚

焦打造百亿元茶产业目标，在规模种植、机械

加工、品牌建设、科技示范、融合发展等方面

持续发力，推动茶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规模化种植、培育新
品种，茶叶品质上台阶

雨后初霁，昭平县仙回瑶族乡大兀山生

态有机茶园基地内，层层叠叠的茶叶梯田

间，茶农梁振菊正在采茶。只见她食指与拇

指合拢，捏住嫩芽，轻轻一掐，放进肩上的茶

篓里。

“采茶时选一芽一叶的，收购价钱高。”

梁振菊说。

茶叶品质好才能卖出好价钱。“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确保茶叶品质上乘。”大兀山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其东介绍，茶园

基地共种植有机茶 1000 亩，茶园内安装了太

阳能驱蚊灯、水肥一体化设施，并定期施用

有机肥。

大兀山生态有机茶园基地是昭平县茶

叶规模化种植、绿色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昭

平县大力建设有机茶园，按照绿色食品生产

技术规程和有机食品技术规范对茶园进行

种植和管理。2022 年，昭平县茶园面积达 25
万亩，年产干茶 1.84 万吨，年产值 20.5 亿元，

茶叶种植覆盖全县 10 个乡镇 113 个行政村，

茶产业链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全县人均茶

叶单项收入达 4425 元。“一片叶子带富一方

百姓”的效益正加速显现。

除种植阶段的精心养护外，研发、引进

茶树新品种也是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上

的一道必答题。

此前，昭平县存在茶树结构单一，单产

不高的问题。如何破局？在中国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的帮扶下，2022 年 12 月，昭平县龙

头茶企——广西将军峰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走马镇福行村建设了 50 亩的茶产业科研

基地。“基地与多家科研单位进行合作，开展

优良茶树品种繁育、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

等多项研究工作。”将军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美镇介绍。

基地里，碧香早、黄观音、金牡丹、桂青

等茶树幼苗的品种多到让人目不暇接。“我

们希望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

优质茶树品种，进一步提高昭平县绿茶、红

茶和六堡茶等加工茶类的品质。”刘美镇告

诉记者，基地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繁育茶树

良种苗木 1000 万株，年销售收入将达到 350
万元。

机械化加工、延长产
业链，品牌优势逐步凸显

夜幕降临，广西将军峰茶业集团有限公

司加工车间里依然忙碌。一袋袋茶青经过

称重后，在自动化生产线上进行摊青、杀青、

揉捻、分筛等后续工序。“茶农们白天采茶，

我们晚上加工，一刻不耽误。”车间主任盘守

贵说。

2020 年 ，在 中 国 航 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和

粤桂协作的资金帮扶下，广西将军峰茶业

集团有限公司引进茶叶数字化自动控制生

产技术，建成全自动茶叶加工生产线，日高

峰可加工茶叶鲜叶 5.6 万公斤，年加工鲜叶

220 万公斤左右，覆盖茶园 5000 多亩，带动

昭平县 10 个乡镇 75 个村集体经济平均增

收 5 万元以上。

生产效能提升，“昭平茶”销路更广。“现

在我们已经培育出将军峰、亿健、故乡三大

茶业品牌。”刘美镇介绍，加工后的成品茶不

仅销往安徽、福建、四川等地，还出口至多个

国家和地区。

推开广西将军峰茶厂第二包装车间大

门，一阵甜香扑面而来。寻香而去，只见配

料间里一袋袋茶叶码放整齐。“这是有机茉

莉伯爵绿茶，这是有机芒果绿茶……”车间

主任申健丽介绍，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

公司还推出了冷泡茶、姜糖茶等一系列新

产品。

除了销售成品茶，如何进一步提升茶叶

附加值？今年 2 月 20 日，广西昭平茶科技小

院揭牌成立。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科

研院所入驻其中，聚焦茶叶全产业链开发，

开展产学研合作。有了专家团队的助力，含

有昭平茶成分的护手霜、洗面奶、漱口水、牙

膏、面膜、奶茶等产品陆续被研制出来。

目前，昭平县共有茶叶企业 140 余家，其

中包括自治区级龙头企业 2 家、市级龙头企

业 4 家。昭平茶连续 6 年入选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2023 年位

列第八十七名，品牌价值达到 40.69 亿元。

“我们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

用，力争打造茶叶规模生产、加工转化、品牌

营销、科技示范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昭平县

茶叶办副主任郭壮心说。

挖掘茶文化、贯通茶
文旅，融合发展见成效

昭平县产茶历史悠久，2018 年，象棋山

茶（昭平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象棋山茶（昭平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刘宗钊家族世代制茶，2012 年创办了昭

平县象棋山茶叶有限公司。近年来，公司设

立了昭平茶制作技艺体验馆，除陈列、销售

成品茶外，还可让游客体验手工制茶技艺。

“我们希望通过体验手工制茶技艺，让更

多人感受昭平茶文化的魅力。”刘宗钊介绍，

“三炒三揉”是昭平茶手工制作的亮点与特色，

包含鲜叶摊青、高温杀青、过筛散热等 8 道工

序。“游客可以在公司自营的 1000亩茶园中采

摘茶青，再拿到体验馆制作成茶叶伴手礼，送

给亲朋好友或自己留作纪念。”刘宗钊说。

在昭平县故乡茶博园景区，文旅项目种

类丰富。“我们在 600 多亩有机茶园中套种了

桃花和紫荆花，并提供特色民族服装、饰品

供游客穿戴。今年春天，前来游览打卡的游

客累计有 4 万余人次。”广西昭平县故乡茶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永英说。

采茶观光归来，还可以欣赏舒缓曼妙的

茶艺表演。游客可亲自体验投茶、泡茶等环

节。除了“沉浸式”体验的乐趣，还有茶香

鸡、茶香东坡肉等景区特色美食。采访过程

中，旅游团队订餐电话不断打来，吴永英介

绍，公司经营的民宿去年入住率达到 80%。

昭平县按照“茶园景区化、茶旅一体化”

思路，大力促进茶旅融合发展。今年 5 月，昭

平茶旅线路入选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昭平县故乡茶博园、南山茶海景区被评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桂江茶海旅游度假区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

区级旅游度假区。

“目前，我们正加快建设广西昭平茶（六

堡茶）小镇、昭平县六堡茶农旅示范园和昭

平县六堡茶集中存储陈化基地等茶旅融合

项目，大力促进茶叶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昭

平县委书记刘飞国说。

上图：茶农在昭平县将军峰江口茶园采

摘明前茶。

喻湘泉摄（影像中国）

广西昭平发展茶叶规模种植、提升科技含量、推动茶旅融合

一片叶子带富一方百姓
本报记者 郑 壹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这篇大文章”。广西昭平
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实现茶叶规模化种植、绿
色化发展，以科技赋能全产业
链开发、提升产品附加值，挖
掘文化价值、促进茶旅融合，
让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炎炎夏日，爽爽贵阳。一场盛会，

让各方目光汇聚于此。

7 月 8 日至 9 日，2023 年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如约而至。本届论坛围

绕“ 共 谋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现 代 化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主题，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开闭幕式、主

题论坛、展览展示和绿色产业招商等

系列活动。论坛汇集国际组织、研究

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绿色发展领军企业

代表，参会嘉宾超过 2500 人。

作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

国际性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不断深化同国际社会在生态环境保

护、碳达峰碳中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展示各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推动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

“我们坚持创新实践，持续巩固生

态环境优势，不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全力创造绿色健康生活，扎实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让绿色成为多彩贵州最鲜明

的底色。”开幕式上，贵州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炳军表示，2013 年和 2018 年，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向论坛发来贺信，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贵州全力打造

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奋力在生态文

明建设上出新绩指明前进方向、注入

强大动力。

森林覆盖率 62.81%，绿色经济占

比超 45%，主要河流监测断面水质优

良断面比例 98.2%，88 个县环境空气

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99.1%……作

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国

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深入实施

大生态战略行动，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丰硕。

7 月 8 日，一场“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共建人水和谐美丽中

国”主题论坛，为水土流失防治提供可行思路。“我们积极推行

‘竞争立项’机制、‘以奖代补’建设、‘建管四自’机制，齐抓预防

保护治理，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

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贵州省水利厅厅长周登涛表示，贵州坚

持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持续加强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全

省水土保持状况持续好转，水土流失面积较峰值时期减少 3.1 万

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到 74.03%。

贵州喀斯特地貌广布，生态极为脆弱，破坏易，修复难，必须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在“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主题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丰昌倡议，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提升生态系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在“呵护自然之美·促进绿色发展——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设”主题论坛上，专家们围绕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

定性和持续性等内容，探索自然保护地建设新路径，推进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高质量发展。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主题论坛上，近

180 名中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人士分享发展经验，增进

交流合作。南方电网贵州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文贤馗认

为，贵州是南方重要能源基地，应充分抢抓机遇，主动合作，推动

储能产业蓬勃发展。

2 天会期，17 个主题论坛，既有不少外国政要、国际组织代

表出席，又有 29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论坛期间，发布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2023》《2023 贵阳共识》等，提出“践行‘两

山’理念，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等倡议，落地成立贵州省绿色气候

基金会等实践成果。

据介绍，贵州紧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材料、现代能源等领域

谋划编制 220 个绿色生态产业招商推介项目，汇编成《贵州省

2023 年绿色生态产业招商推介项目索引》，拟引资规模 1300 亿

元；开展“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产业项目”及“贵州省重大

绿色发展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超 16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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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0日电 （记者杜海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5 个月，我国对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

国进出口 5.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贸

易占我国外贸比重超过 30%。

6 月 2 日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 15 个成员国

全面生效，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为企业带来

更多商机和实惠。1 至 5 月，南京海关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

4.24 万 份 ，出 口 货 值 133.0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6.52% 和

20.54%，预计企业可享受目的国关税优惠 1.99 亿元。上半年，黄

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共签发 RCEP 证书 7691 份，享惠货物货值

16.5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2.9%和 38.6%，企业预计可享受关税

优惠超 1066 万元。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决做好 RCEP 实施工作部

署，进一步发挥该协定在稳外贸稳外资、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合

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引导企业全面了解并用好用

足 RCEP 的政策红利，助力企业进一步开拓 RCEP 市场。

我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稳定增长

本版责编：纪雅林 臧春蕾 张伟昊

本报北京 7月 10日电 （记者刘志强）日前，为助力促进民

间投资和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投贷联动试

点合作机制启动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国家信

息中心与国家开发银行等 7 家银行有关业务部门，共同签署了

投贷联动试点合作机制框架协议。

建立投贷联动试点合作机制，意在通过投资在线平台与银

行信贷系统的互联共享，推动政府政策支持和银行融资服务同

向发力、形成合力。投资在线平台将民间投资项目、国家重大项

目信息共享至银行，引导银行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为银行加快审

贷进度提供支撑。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将聚焦促进民间投资、扩大

有效投资、建立投贷联动新模式等重点任务，有效发挥投贷联动

试点合作机制的积极作用。

投贷联动试点合作机制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