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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以竹代塑以竹代塑””在行动④在行动④
R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曾经曾经，，竹制品的样式相对竹制品的样式相对
简单简单。。如今如今，，依托工艺创新依托工艺创新，，一根一根
毛竹拥有了百般变化毛竹拥有了百般变化。。在福建政在福建政
和县和县，，现有竹具工艺加工企业现有竹具工艺加工企业
220220 余家余家，，生产竹制品超生产竹制品超 36003600
种种，，涵盖餐具涵盖餐具、、家具家具、、工艺品等诸工艺品等诸
多领域多领域。。竹制品正成为越来越多竹制品正成为越来越多
人在生活中的消费选择人在生活中的消费选择，，竹产业竹产业
前景越来越广阔前景越来越广阔。。

本报南宁 1月 14日电 （记者张云河）记者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2023 年以来，广西累计营造

红树林面积 337 公顷，修复红树林面积 776 公顷，红树林

湿地面积稳中有增，目前广西红树林面积达 1.04 万公顷。

据介绍，广西有序推进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北

海 银 滩 成 功 入 选 第 二 批 美 丽 海 湾 优 秀 案 例 ，涠 洲 岛 、

防城港西湾和珍珠湾等美丽海湾创建稳步推进，海湾

优良水质比例稳定达到 99%以上，海洋生态系统稳定

向好。目前，广西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

性 不 断 提 升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不 断 增 强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布 氏 鲸 、中 华 白 海 豚 等 珍 稀 海

洋动物频现。

广西红树林湿地面积稳中有增
海洋生态系统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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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林丽鹂）市场监管总局

近日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实

施规则》，对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的依据、基本程序和

通用要求作出明确规定，指导审定与核查机构规范开展

相关审定与核查活动，提升审定与核查活动一致性、科

学性。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能

源结构调整、促进生态保护补偿、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审定与核查是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是交易实现

的重要保障，审定与核查质量直接影响交易质量。2023
年 10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全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市场有序运行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明确将

审定与核查机构纳入认证机构管理，借助现有认证监管

体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保障交易产品真实准确合规。

自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后，各类社会主

体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自主自愿开发风电、光热、碳汇、甲

烷利用等能够避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实现温室气

体清除的降碳增汇项目，委托审定与核查机构对拟开发

的减排项目进行审定、对经审定且已稳定运行的减排项

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进行核查，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注册登记系统申请完成登记后，对经登记的项目减排

量（核证自愿减排量）进行交易，获取相应的减排贡献

收益。

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审定与核查监管

支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

本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齐志明）为推进使用源

头减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近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的指导下，中国饭店协会、中国旅游

饭店业协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

布关于住宿业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的倡议。

倡议提出，住宿企业要积极落实国家及地方塑料污

染治理政策中关于一次性塑料用品的禁限管理规定。其

中，星级宾馆、酒店等场所应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

品，主要包括一次性塑料梳子、牙刷、剃须刀、浴帽、小型

洗涤护理品容器等，可通过设置洗洁用品服务台、自助购

买机、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提供相关服务；非星级宾

馆、酒店等场所应主动作为，扎实推进不主动提供一次性

塑料用品工作。

住宿企业要加强宣传，通过前厅、客房、餐厅等对客

服务区域及企业线上展示、销售平台设置宣传栏，鼓励引

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可循环利用产品，减少一次性塑料用

品的使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住宿业塑料污染治理取得

更好成效。住宿业线上预订平台经营企业，要通过页面

提醒、弹窗提示等形式，鼓励引导消费者自行携带个人洗

护用品，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并加强对平台入驻

商户的监督管理，引导商户在线上展示页面对自身开展

减塑行动进行宣传展示，接受社会监督。

中消协等四协会联合倡议

住宿业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

“唰唰唰”，一根根粗细均匀的竹篾应声而

落。杨进财手指飞舞，交织、翻转、折叠，不过

半小时，一个精巧的竹灯笼便成型了。

竹香四溢，这是杨进财再熟悉不过的味

道。在他的家乡福建政和县，这缕味道，萦绕

在全县 46 万亩竹林中，镌刻在人们从小到大

的记忆里。

“竹工艺不断精进，竹产
品才能百花齐放”

风吹竹山，绿浪翻滚，杨进财的竹山也在

其中。“面积不大，产量却很可观。”杨进财介

绍，“可采伐用作竹材的毛竹平均生长周期只

有 3—5 年，年均亩产量约 1 吨。”

竹子出材快、可再生、可塑性强，是上好的

环保材料。瞄准竹资源优势，政和早有发展竹

产业的想法。然而，原生竹材易发霉生虫，工

艺短板如何克服？

2003年，政和引入竹加工技术。一根根毛

竹经过开片、炭化、烘干、热压等近 10 道工艺，

变为一块块竹板材。“炭化去除了糖分，烘干带

走了水分，做成的板材也极大方便了后续加

工。”政和县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富强说。

有了工艺加持，第一批竹产业从业者率先

试水，从一双筷子、一块砧板出发，政和的竹产

业快速发展。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2009
年，福建省祥福工艺有限公司成立时，当地竹

产业发展正热。“初期产品多以模仿为主，各家

工艺相似，产品同质化，价格持续走低。”该公

司董事长杨忠说。

“必须引导企业培育自身竞争力。”2012
年，政和县委、县政府出台文件，每年由县财政

拿出 1000 万元，专项用于竹产业发展，重点支

持竹企业提高产品研发和工艺水平。

如今在祥福公司，仅竹茶具就有 200 多个

品种。“在政策支持下，我们不断精进工艺，每

突破一种工艺，就创新一类产品。如今，公司

已经拥有 157 项专利，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刷

新。”杨忠说。

竹桌、竹椅、竹架、竹餐盒……走进祥福竹

工艺博物馆，访客们为如此丰富的品类感到惊

讶。2020 年，在政和县政府资助下，祥福竹工

艺博物馆成立。“传统观念中，竹制品几乎等同

于一次性筷子、牙签等用品。建设竹工艺主题

博物馆，让人们看到了竹制品应用的更多可

能。”杨忠说。

“工艺是基础，竹工艺不断精进，竹产品才

能百花齐放。”张富强介绍，截至 2023 年底，政

和全县共有竹具工艺加工企业 220 余家，其中

规模以上竹企 46 家，拥有各项专利 788 项，可

生产茶具、餐具、家具、灯具、竹炭、竹工艺品、

竹空间等七大系列竹产品 3600 多个品种。

“把对工艺的追求延伸至
生产链条各环节”

一张板凳，合上是凳，拉开是梯。白纸上，

90 后设计师黄婉琳正用铅笔勾勒着她最新的

设计作品。

黄婉琳是一名竹制品设计师。在祥福公

司，这样的竹制品设计师还有 20 多名。从市

场分析、产品设计，到竹工师傅试生产，再到工

厂量产、产品上市，一件件竹制品就此诞生。

“提升产品竞争力，仅升级生产阶段的工

艺还不够，还要从市场需求出发，把对工艺的

追求延伸至生产链条各环节，从设计开发上下

功夫。”张富强说，政和已连续举办七届“政和

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为竹企与设计师搭

建对接平台，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设计能力。

在祥福公司，一把销量稳居前三的椅子，

就来源于竹产品设计大赛。椅子乍看并无特

别之处，坐下后，椅子靠背与身体后背完美贴

合。“考虑到人体工程学，用的是中国传统榫卯

工艺，还融入了新型防水涂料。”杨忠介绍，“一

把 椅 子 定 价 1000 多 元 ，一 个 月 能 卖 1000 多

把。从竹制品到竹工艺品，附加值提升不少。”

近年来，政和县加大竹产业发展资金投

入，相继出台多份文件，鼓励企业提升竹科技、

挖掘竹文化、完善竹工艺，推动竹产业从“量

大”向“质优”转变。

在福建省九竹工贸有限公司，仅一个竹茶

盘，就有 600 多种不同的造型与花纹。“从一开

始，我们的定位就不只是家具，更是工艺品。”

该公司董事长吴发昌说。

杨进财也开起了自己的公司。一

盏盏竹灯笼上，《清明上河图》以及牡

丹、如意等中国风的元素嵌入其中。

“现代工艺让竹产品实现了量产，目前

公司一半以上订单来自海外，中国风

正走向世界。”杨进财说。

“从‘品种’到‘品质’，从‘更多’到

‘更好’，政和竹产业正提质升级。”张

富强介绍。2023 年，政和县实现竹产

业产值 67.88 亿元，同比增长 8.5%。

“竹产业的前景将更
加广阔”

竹海、湿地、梯田，星溪乡念山村

就掩映在青山碧水间。

工作日的下午，村里仍有不少游

客。一家农家乐里，老板许智明刚刚

送完中午最后一批客人。

背靠竹海，面朝梯田，大山深处的

念山村曾是省级贫困村。过去，村民

种 地 、挖 笋 ，收 入 渠 道 有 限 。如今，

单是售卖竹产品的毛竹原料，每户一年就能

增收 1 万元。

借着竹海好生态，念山村又发展起了旅

游。春天的油菜花、秋天的水稻，梯田金黄，旅

游大巴一辆辆开进村。许智明家的 9 间民宿，

一房难求；10 桌农家乐，桌桌爆满。

“在竹林中体验竹生活，竹制品丰富了游

客的游玩体验，竹旅融合也为竹制品拓展了更

多应用场景。”张富强说。

去年 9 月，《政和县建设“以竹代塑”示范

县实施方案（试行）》正式发布，鼓励竹加工企

业进一步开展“以竹代塑”“以竹代木”研发，拓

展竹制品适用场景，推动开发设计更多竹制品

替代木材、塑料等，以三产融合拓展“以竹代

塑”应用前景。如今，更多物美价廉的竹制品

正走进当地机关、学校、酒店、景区、商超……

2023 年 11 月，福建省竹产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政和县召开。未来，竹产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为推进竹产业标准体系

建设，促进竹产业一二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贡

献更多力量。

“基于工艺的突破与不断升级，小小毛竹

有了百般变化。如今，产品升级、场景丰富的

同时，竹制品使用观念渐入人心。未来，政和

竹产业的前景将更加广阔，‘以竹代塑’也将拥

有更多可能性。”张富强说。

图①：各式竹灯笼。

本报记者 王崟欣摄

图②：竹茶桌、竹柜等构成的竹空间。

本报记者 王崟欣摄

图③：政和县铁山镇高林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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