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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皆竹，满眼皆绿。山风吹过大娄山

脉，一层层竹浪沿着山脊起伏跌宕，宛如一片

绿色海洋。因竹而美，因竹而富，因竹而兴，

这里是贵州省赤水市，“中国十大竹子之乡”

之一。

在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种竹 12 年的村

民宋运军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家的竹子会变

成水果盘、电脑外包装等产品，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近看一根竹，远望一片海！赤水人

长期以竹为居、以竹为食、以竹为业，现在竹

子还能代替塑料，卖到国外，感觉特别自豪。”

宋运军说。

“大伙儿都把竹子当成
挣钱的宝贝，只嫌自家竹林
太少”

“两山夹一沟，沟深坡又陡。人在

两山住，水自沟中流。”行走赤水，

常听到这句顺口溜。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一条

重要支流。曾经，这条河因大

量河沙冲入河道，导致水质

泛黄。“不少农民靠卖木材为

生，陡坡地还要开垦种粮，不

但树越砍越少、地越种越薄，

石头还越来越多，大家没少受

石漠化的苦。”宋运军说。

如何改善日益恶化的生

态 环 境 ，让 群 众 过 上 好 日

子？随着国家退耕还林工程

启动，2001 年，赤水市结合自

身特点，将 25 度以上坡耕地退

耕还竹，以遏制水土流失，帮助农

民增收。

2001 年，宋运军将 4 亩坡地种满翠竹。

谁料竹子刚种下去没几天，他心里就打起了

退堂鼓：“种竹子，头三年几乎没啥赚头，还不

如种粮食，哪怕种一坡收一筐，效益看得

见、摸得着，但求一个踏实。”

对此，村干部集中宣讲退耕还林政

策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补贴，劝解村民

要用长远眼光看问题、算大账。宋运

军坚持了 3 年，开始尝到甜头。“竹子拉

到料厂就是钱，平均一亩保底赚 1000 元，大

伙儿都把竹子当成挣钱的宝贝，只嫌自家竹

林太少。”宋运军说。

眼下接近年底，宋运军抽出一周时间砍

竹子。看到一根根竹子犹如碗口般大，他顾

不上休息，“3 年以下的竹子要发笋，3 年以上

的才能砍，年限越长颜色越深，砍老留新，形

成周期，确保年年有收成。”

坚持退耕还竹，不断推进低产竹林改造、

丰产竹林培育，截至目前，赤水市竹林面积发

展到 132.8万亩，其中楠竹 52.8万亩，森林覆盖

率由 2000年的 63.4%提高到如今的 82.51%，竹

产业上升为富民强市的支柱产业。近 5年，全

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381平方公里，河流出境

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

“做强竹产业链，真正释
放上百万亩竹林的经济价值”

切片，蒸煮，漂白……从砍伐运输到制成竹

浆，经过上百道工序，一根竹子的初级加工告一

段落。位于贵州赤水经济开发区的泰盛（贵州）

竹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每年要消纳约 140万吨原

竹，年产 36万吨竹浆，年产值超 20亿元。

近年来，赤水市将生态竹木循环产业作

为全市重要产业，不断提升竹浆产能，大力引

进和培育下游终端纸、特种纸制造企业，延伸

产业链条，发展绿色经济。

“赤水的竹子多为细、短的杂竹，适合制

作竹浆。如何把制浆污染降到最低，是我们

探索的关键。”泰盛（贵州）竹资源发展有限公

司人事行政部副经理宋尔刚介绍，公司通过

投建碱炉、燃烧发电、统一收集废水、集中污

水处理等措施，实现达标排放。目前，公司正

在新建中水回用车间，废水经过处理后二次

利用，最后再汇集到污水处理厂。

“竹产业的绿色发展，除了降低排污率，

还要提高产能。”宋尔刚说，采用以前的生产

工艺，生产一吨竹浆需要 4.6 吨原竹，近年来

公司不断更新技术、改进设备，每生产一

吨竹浆节约 0.8 吨原竹，一年节约近 30
万吨原竹。

2018 年以来，赤水市联合竹加工

龙头企业招商，已培育竹类加工企

业（作坊）近 300 家、规模加工企业 16 家，其中

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3 家、省级林业龙头企

业 8 家，初步形成竹建材、竹家具、竹装饰、竹

工艺品、全竹造纸和竹笋加工 6 个系列 300 多

个品种。去年竹产业综合产值 74.6 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超 60%。

从地板、家具到水果盘，贵州新锦竹木制

品有限公司的市场在转变，工艺在升级。“传

统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利润空间有限，‘以竹

代塑’属于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巨大。”贵州新

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姚连书说，为摆

脱资源丰富但产业滞后的困境，公司成立贵

州省竹木研发院士工作站、省市竹材精深加

工及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高竹子

边角料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

此外，赤水市还全力推动竹浆产能向纸

浆模塑、特种纸方向发展，延伸产业链，提升

附加值。“我们要加大‘以竹代塑’‘以竹代木’

‘以竹代钢’‘以竹代棉’等新兴产业发展力

度，加快推动竹资源循环利用，做强竹产业

链，真正释放上百万亩竹林的经济价值。”赤

水市林业局党组成员黄仕平说。

“‘以竹代塑’‘以竹代
木’成为引领低碳生活的新
时尚”

一台台电脑产品搭乘飞机、货轮漂洋过海，

仍然丝毫无损，离不开保护它们的“盔甲”——

由一根根赤水翠竹制成的竹纤维包装。

2016 年，联想集团包装研发负责人白岩

接到一个任务：研发竹纤维新材料。“当时行

业内普遍使用发泡聚乙烯作为包装与缓冲

材料，价格相对低廉。与之相反，新型竹纤

维材料的造价是塑料的 3 倍。然而，从可持

续发展角度看，‘以竹代塑’更为重要。”白

岩说。

作为可再生的绿色资源，竹材具备生长

速度快、经营成本低、固碳能力强等优势。联

想集团不少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考虑到产品

绿色化、环保化、循环化以及品牌美誉度，联

想集团与赤水市达成合作，并在深圳组建跨

国研发团队，研发新型竹纤维包装。

经过持续攻关，新型竹纤维包装于 2018年

研制成功，具备轻量化、保护性好等优势。“联想

集团对竹纤维的使用量从不足百吨迅速增长到

数千吨，目前还在持续增加。集团至今已出货

使用竹纤维包装产品达 1600多万台（件），销往

全球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白岩说，通过“以竹

代塑”，5年来，集团累计减少包装塑料 3737吨，

未来将持续扩大竹纤维包装使用范围。

竹子不再只是赤水人的选择，如今正融

入更广泛的地域和人群的生活之中。

戴上竹耳环，背上竹编包，拿上竹编杯，

赤水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杨昌芹来到竹编工

坊，同数十名手艺人一起赶制竹编工艺品。

从劳动用的簸箕到做饭用的甑子，再到睡觉

用的竹床，竹编手艺人把传统竹编技艺与现

代时尚元素巧妙结合。

“我们每年接到大量定制的竹产品，今年

仅是竹茶具、竹酒具等家用竹编产品的销售

收入就能突破 2000 万元，同比增长 66%。”杨

昌芹说，“工坊的发展壮大，见证着人们生活

理念的转变，‘以竹代塑’‘以竹代木’成为引

领低碳生活的新时尚。酒厂等工业企业产品

包装是重要方面，我们正在工业竹编上重点

发力，希望扩大竹产品覆盖面。”

“竹产业是全市绿色富民产业，要围绕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思路，聚焦‘以竹代塑’，延长

竹产业链，提高竹产品科技含量，加快推动竹

产业高质量发展。”赤水市委书记汪能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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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以竹代塑以竹代塑””在行动②在行动②
R

叶子变红的奥秘在于
植物色素在叶片中的含量
与相对比例的变化。秋冬
时节，叶绿素含量减少，叶
片细胞中的花青素含量迅
速增加，细胞质呈酸性。
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变成
红色，因此叶片逐渐变红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核心阅读

地处黔北的贵州省赤水市，
全域 277.8万亩土地，竹林面积
达到132.8万亩；常住人口近23
万，从事竹产业的就有 18万左
右。近年来，赤水市发挥竹优
势、做好竹文章，在长江上游筑
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为当地百
姓铺就一条特色致富道路。

秋冬时节，一些植物的叶子由绿变红，很

多地方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红叶。在北京的

香山，元宝槭和黄栌每到秋天就变得格外迷

人；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上，枫香树的红叶别有

一番风味；江苏苏州的天平山，不仅有枫香

树，还有乌桕和鸡爪槭；四川九寨沟的枫香

树、五角槭和乌桕，湖南张家界的黄栌各有特

色；四川峨眉山的连香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欣赏美景的同时，不少人会好奇叶子变

红的奥秘。

叶子变红，奥秘就在于植物色素在叶片

中的含量与相对比例的变化。植物叶片中主

要有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三大类色

素，其中，对叶子变红“贡献”最大的当数花青

素。它是一类广泛存在于被子植物及少数裸

子植物器官中的水溶性色素，在酸性条件下

呈红色，在碱性条件下呈蓝色，在中性条件下

呈紫色。

春夏季节，叶绿素是植物叶片中含量最

多的色素，以呈蓝绿色的叶绿素 a、黄绿色的

叶绿素 b 为主，主要负责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时光能的吸收和传递。只要有充足的光照、

水分和养分，叶绿素的合成速率就会大于降

解速率，而叶绿素 a、b 可以吸收太阳光谱中

的红光和蓝紫光，反射绿光。于是，不断积累

的叶绿素令叶子绿意盎然。

秋冬季节，气温降低、光照减少，叶绿素

的合成被抑制，此时叶绿素的合成速率小于

降解速率，叶绿素含量会逐渐减少。与此同

时，在一些种类的植物中，叶片细胞中的花青

素含量迅速增加，细胞质积累的可溶性糖也

逐步增加，呈酸性。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变

成红色，因此叶片逐渐变红。

红叶植物种类丰富，就木本植物来说，

主 要 包 含 鸡 爪 槭 、三 角 槭 等 无 患 子 科 槭 属

植物，黄连木、黄栌、火炬树等漆树科植物，

以及乌桕、山胡椒、大花卫矛等常见的红叶

树 种 。 藤 本 植 物 中 也 有 叶 子 会 变 红 ，如 爬

山虎等。

不过，大自然不只在秋天才会赋予叶子红

色。在正常养护情况下，红叶李、紫叶矮樱等植

物会积累花青素，在其他季节，叶片也会呈现红

色 。 此 外 ，有

些植物新长出

的 嫩 叶 也 是 红

色的，例如紫薇、

接骨木等。这是由

于嫩叶中叶绿素含量

很少，叶片还不能够进行

充分的光合作用，需要植物自

身的营养来维持生长。这时细胞质同样呈酸

性，令嫩叶中的花青素呈现红色。

影响色素合成代谢与分解代谢的基因

数量众多，任何一个关键基因的突变都有可

能引起叶色异常。利用这一点，科学家通过

遗传转化等技术手段，培育出越来越多的红

叶植物种类。例如，“丽红”元宝枫是人工选

育的优良变异株系，其叶片在秋天会呈现出

明亮而艳丽的红色，比其他品种的元宝枫叶

片颜色更红且红叶期更长，原因就是花青素

合成途径关键酶基因数量的增加。近年来，

有关彩叶植物叶片中叶绿素代谢、类胡萝卜

素代谢途径等分子调控机制的研究取得一

系列进展，人工调控叶色不再是个遥不可及

的梦。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程师，

本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图①：鸡爪槭。 陈铸峰摄（人民视觉）

图②：黄栌。 魏周睿摄（人民视觉）

红叶为什么这样红？
李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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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6日电 （记者刘志强）日前，按照《国家碳

达峰试点建设方案》工作安排，经有关地区城市和园区自愿申

报、省级发展改革委推荐、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国家发展改革

委复核，确定张家口市等 25 个城市、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等 10 个园区为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

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有关地区发展改革委要高度重视、

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组织指导有关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

点建设。各试点城市和园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碳达峰

试点建设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

抓手，统筹谋划重点任务、研究推出改革举措、扎实推进重大

项目。各试点城市和园区要按照《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

及《碳达峰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部署要求，结合自身实际

科学编制试点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首批碳达峰试点名单

本报北京 12月 6日电 （记者刘毅、寇江泽）记者从生态

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一批 5 个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11 月 21 日至 22 日陆续进驻福建、河

南、海南、甘肃、青海 5 省开展督察。目前，各督察组全面进入

下沉工作阶段。

在下沉工作阶段，各督察组根据前一阶段督察掌握的情

况和聚焦的问题线索，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督察地

市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各督察组查

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了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

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目前已公开曝光 5 个典型案例。

各督察组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

问题，及时转办督办，加强抽查核实，开展实地回访并面对

面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督促被督察地方精准科学依法推进

边督边改，以解决具体生态环境问题来回应社会关切，以整

改实际成效来取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有关省高度重视督察整改工作，积极推进边督边改。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通过提出明确要求、现场调研督办、

召开专题会议推进等方式，大力推动督察整改工作。经过督

察双方共同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

批整改不到位甚至污染反弹的问题得到查处；一批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

截至 12 月 4 日 20 时整，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

举报 6395 件，受理有效举报 5315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

计向被督察地方转办 4273 件；被督察地方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592 件，其中立案处罚 92 家；立案侦查 4 件；约谈党政领导干

部 43 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7 人。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全面进入下沉工作阶段

图①：赤水的竹海。

喻德江摄（人民视觉）

图②：杨昌芹在研究竹编画技艺。

张 浪摄（人民视觉）

图③、④：竹编工艺品。

赤水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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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生意好得很。”今年 34 岁的刘国宁，来自甘肃省

庆 阳 市 环 县 ，2015 年 返 乡 创 业 后 ，在 拼 多 多 等 电 商 平 台 销

售 环 县 本 地 的 滩 羊 肉 、黑 山 羊 肉 。 这 些 年 ，他 所 在 的 公 司

年销售额从起初不足 50 万元，到 2022 年已突破 1 亿元。“科

技赋能，让村子的山羊通过电商平台，销往了大山外。”刘

国宁说。

在环县传统的羊肉产销链条里，农户利润空间小，面向的

市场也有限。刘国宁把目光投向电商平台，2015 年，刘国宁

和好友创立“陇上刘叔叔”品牌，在各大电商平台销售环县本

地的滩羊肉、黑山羊肉等特色优质羊肉。2022 年，该品牌助

力环县养羊户卖出约 6.5 万只羊，其中拼多多店铺占比近八

成。除自养的 1 万多只羊外，刘国宁还办起了养羊合作社，带

动村民共同致富。

作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环县 2018 年专

门成立了电子商务办公室，为刘国宁等电商商户提供办公

场 地 和 电 商 运 营 培 训 等 服 务 ，同 时 统 筹 协 调 物 流 运 输 等

问题。

“ 要 想 富 ，先 修 路 。”电 商 发 展 ，离 不 开 物 流 交 通 的 建

设。2020 年，银川至西安的高铁正式开通，线路横穿环县南

北 100 多公里；2021 年，甜永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试运营——

以物流交通为基础，以电商销售为牵引，环县的山羊销往了

大山外。目前，环县正逐步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去年

以来，环县羊只饲养量达到 365 万只以上，相关产业产值突

破 55 亿元。

“ 我 们 初 步 探 索 形 成 了 合 作 社 统 一 订 单 、企 业 统 一 加

工、‘环乡人’统一品牌、网货中心统一包装、溯源体系统一

监管、物流体系统一配送的‘六统一’电商模式，实现了企业

增效、就业增加、农民增收的阶段性目标。”环县电商办主任

张金勃说。

延长产业链离不开人才支撑。“近些年，以前离开环县的

同学、朋友，很多都回到家乡工作，山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留下来。”刘国宁说。2019 年，当地政府推进

“万名职业农民培训计划”等人才培养计划，同时设立县职专

畜牧兽医专业“2+3”委培班。

走进甘肃庆环肉羊制种有限公司的羊舍，智能机器人往

来穿梭，自动取料，饲喂羊群。

对羊肉的精细分割加工，也是环县羊产业链的重要一

环。在环县中盛羊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羊肉在这里被精

细分割加工为羊排、羊肉串等多种品类。“目的是更精确匹

配 客 户 需 求 。”中 盛 羊 业 负 责 人 陈 延 锋 说 。 标 准 化 加 工 后

的 产 品 ，统 一 通 过 拼 多 多 等 电 商 平 台 和 线 下 门 店 ，销 往

各地。

电 商 赋 能 ，财 富 进 山 。 2022 年 ，环 县 养 羊 农 户 人 均 来

自 羊 产 业 收 入 突 破 7000 元 ，为 当 地 群 众 带 来 实 打 实 的 获

得感。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电商赋能 延伸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 史鹏飞 赵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