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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条纷敷，青翠森肃。在全球已
知的 1642 种竹类植物中，中国就拥
有800多种，是当之无愧的“竹子王
国”。截至2021年10月，中国竹林面
积已超过 1 亿亩，竹材年产量约为
4000 万吨。不过，这个数字只占竹
林可采伐量的1/4左右，仍有大量竹
类资源被闲置。

“竹子就是要‘砍’的。”国际竹
藤中心主任、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费
本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竹子是
自然赋予人类宝贵的可再生资源，科
学合理地采伐竹子不但不会破坏竹
林生长，还能调节竹林结构，提高竹
林质量，促进竹林稳产高产，充分发
挥竹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国际竹藤中心的会议室里，
竹桌、竹椅、竹制笔筒和纸巾盒等
物件触手可及。费本华告诉记者，
竹制器具在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提
高居室环境品质的同时，其实还是一
个又一个“固碳神器”。

在全球共谋绿色发展的当下，竹
子更是一笔可堪大用的天然财富。随
着中国竹产业的蓬勃发展，竹类资源
的管理利用和技术创新越来越走向世
界前列，饱含中国智慧的“竹方案”
折射出绿色未来的无限可能。

绿竹猗猗
“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从深埋地下的笋芽，到亭亭而立
的茎秆，竹的生长并不像树木那样“默
默良久”。研究显示，竹在一天之内的
最高生长速度可达 1.21 米，平均两三
个月就能完成粗生长，三到五年即可
成林。在自然寿命之内，竹就像一台年
年出笋、自我更新的“永动机”。

有这样一批生机勃勃的“永动
机”，取代了轰鸣不已的采煤设备，
成为山东肥城北部矿区的“新主”。
原来，肥城过去虽因煤而兴，但煤矿
开采后形成的塌陷地却给这座小城留
下丑陋的“疤痕”。为实施生态修
复，肥城在国际竹藤中心专家的指导
下，连年开展“竹绿矿区”行动，充

分发挥竹子生长周期短、景观效果
好、产品多元化的优势，在采煤塌陷
地上栽植竹林，将一片不毛之地打造
成了市民赏竹游玩的生态乐园。

“不刚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
水，或挺岩陆”，古人观竹，望其挺
拔身姿，称其有节有度。中国人在以
竹为友的漫长岁月中，不仅崇尚虚心
谦逊、正直坚韧的竹之品格，还发掘
出竹在建筑、日用品、饮食等方面的
多种用途，成为开发利用竹类资源的
先行者。

“竹子生长速度快，光合效能
高，毛竹在5年左右能够达到碳储量
的最大值，材质也成长到最佳水平。
这时就应及时采伐，将碳储量固定在
竹材或竹制品当中。”费本华介绍
称，当竹材被制备成建筑、家具等产
品后，对二氧化碳有长期封存作用，
其中竹建材固碳时间可以长达 50
年，家具一般能够固碳 20 年。这意
味着自身生命周期较短的竹子，在被
采伐加工和循环利用后，却能将储碳

固碳这一“职业生命”的周期延长。
而相较于碳捕集等技术的成本，竹子
显然给出了一份亮眼的“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

为了让竹制品的固碳时长最大
化，费本华建议要以 “大材大用，
中材中用，小材小用，循环利用”的
思路采伐利用竹类资源。“竹子应根
据尺寸大小分类采伐利用。当建筑用
的大片竹材到达使用寿命后，可以经
过循环利用制成家具、护栏格栅、纸
张乃至生物炭等二次、三次产品，这
对于减排降碳意义重大。”费本华说。

点竹成金
竹产业助力绿色发展

小到面巾纸、吸管、餐具、香
签，大到房屋建材、货车车厢底板，
源自中国的各类竹产品畅销世界多
国。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竹产业发展
的脚步正在加快，优质竹产品与服务
的供给能力正在加强。统计显示，中

国竹产业产值从 2010 年的 820.97 亿
元攀升至 2020年的 3217.98亿元。到
2035年，全国竹产业总产值将超过1
万亿元。

竹缠绕复合材料，是中国自主研
发、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生物基材
料，可被用于制作水利、市政、交通
等管廊设施。费本华告诉记者，相较
于传统的铸铁等材质管道，竹缠绕管
道具有重量轻、韧性好、强度高、可
降解再生等优势。据了解，如果用竹
缠绕复合材料代替水泥、钢铁和塑料
等高耗能高污染材料，减碳效果十分
明显：以年产 1000 万吨的竹缠绕复
合管代替螺旋焊管，可以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5223万吨。

多年来，中国不仅努力培育自己
的竹产业优势，还通过分享竹产业发
展技术和经验，帮助同样具有丰富竹
资源的国家和地区脱贫致富、改善
环境。

7 月 7 日，一期围绕竹子家具、
灯具设计与加工的培训班在线启动，
58 名来自厄瓜多尔的学员师从国际
竹藤中心、北京林业大学及部分竹企
业的专家，了解学习中国先进的工艺
和技术。

据了解，国际竹藤中心近年来
已为厄瓜多尔举办了 4 期双边国际
培训班，主题涉及竹子加工、竹产
业可持续发展、灾后重建中的竹资
源创新利用等多个方面，共培训了
近 200 名高级官员和技术人员。先
前，厄方提出想学习竹编技术，中
方就派专家实地了解当地竹种资源
类型和立地条件，制定具体的培训
方案，便于厄瓜多尔的从业者就地
取材，通过竹编增加工艺品的附加
值，获得实在的收益。

不只是厄瓜多尔，中国分享竹产
业发展机遇的“朋友圈”正在扩大。
在非洲，中国大力支持国际竹藤组织
发起的“非洲小农户生计发展项目”，
以技术培训向加纳等地的小农户传授

保护、种植、采伐、管理竹林的经
验，帮助他们进入竹产品价值链。未
来，中非竹子中心将落地埃塞俄比
亚，开展综合科研与培训工作，助力
非洲更好发展竹藤产业。

费本华表示，为了更进一步探索
实现竹林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的路
径，助力竹产业高质量发展，未来将
尝试建设竹林水库、钱库、粮库和碳
库生态经济示范区，在试点中充分发
挥竹林多重效益的更优模式，为竹产
业助力绿色发展增添中国智慧。

以竹代塑
绿色倡议走向世界

对竹子来说，今年6月24日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一天。

当天，由国际竹藤组织提出的

“以竹代塑”倡议被列入全球发展高
层对话会成果清单，并将由中国和国
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着力减少塑料
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助力全球绿色
发展。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评
估报告，在全世界总计生产出的 92
亿吨塑料制品中，约有 70 亿吨成为
了塑料垃圾，而这些塑料垃圾的回收
率不足10%。寻找塑料替代品是减少
塑料使用、减轻塑料污染，从源头解
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为什么是竹子？
“作为生长广泛的生物质材料，

竹子在推动全球绿色发展方面大有可
为。竹材用途广泛，可实现全竹利
用，几乎没有废料。竹产品多元丰
富，目前已开发的竹产品种类超过1
万种，涉及衣、食、住、行等人们生
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竹藤组织
副总干事陆文明告诉记者：“更为重
要的是，竹制品在整个生命周期都
保持低碳水平甚至负碳足迹。从碳
汇过程来看，竹产品与塑料产品相
比，碳足迹为负值。竹制品用后可
完全自然降解，更好地保护环境，
保护人类健康。”

青青翠竹禀天然。竹子在应对一
系列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
用，17 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有7个与竹子密切相关，包括消除贫
困、廉价和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
动、陆地生物、全球伙伴关系等。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发展是
为了更好的保护，保护与发展是人类
社会永恒的主题。“随着竹材利用的
科技创新，竹子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代替塑料的领域也将越来越广，在生

产生活、各行各业的赋能也将越来越
强。”陆文明说。

题图：安徽省芜湖市“繁昌慢谷”
旅游风景道沿途田园风光美不胜收，
位于孙村镇中分村境内山林竹海间的
途居马仁山房车露营地，风光如画。

肖本祥摄 （人民图片）
上图：浙江农林大学以刨切微薄

竹为原料制作的2022版录取通知书。
陈胜伟摄 （人民图片）

左图：江西省横峰县青板乡徐村
竹筷子厂里，工人晒竹条、生产竹筷
子，一派繁忙。近年来，该乡发挥毛
竹资源优势，将竹子通过深加工发展
绿色产业，将产品销往省内外市场，
同时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
业，带动村民致富增收，走出一条生
态绿色发展的富民之路。

薛 南摄 （人民视觉）

小竹子做出绿色大文章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刘发为

小竹子做出绿色大文章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刘发为

从古至今，植物见证了许
多中外交流的佳话与故事，促
进贸易，沟通文化。

“美丽中国”版特开设“影
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栏目，今
日刊发第一期，以飨读者。

——编者

“梅兰竹菊”，古往今来，中国人
感物喻志的“四君子”中，便有竹子
一席之地。

几年下来，借由从事生态报道的
契机，我与竹子有了多次“亲密接
触”，也对竹子有了更多的感触。

竹子在中国人心中一直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2019 年，北京世园会
在北京延庆举行，从园址建设到盛会
落幕，我作为记者全程见证。其中，
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便是园区里的
国际竹藤馆。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竹藤馆的
场景，老远望去，花园绿地沿拱脚向
屋顶蔓延，建筑、竹构、竹景观浑然
一体，竹藤馆如一只绿色的眼睛，因
此有了“竹之眼”的美称。馆门上方
高悬的“绿竹神气”四个大字，诉说
着竹子的故事，未进馆便让观众领略
到竹子的精神。

竹因园而秀，园因竹而美。整座
竹藤馆由 5000 多根竹子搭成的，主
体也由完整的竹子来支撑，不仅十分
环保实用，而且别具一格。竹藤馆的
整体设计不仅充分体现了竹子韧性大
的生物特点，也将竹子“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出来。展馆内还将竹子与中国
文化相结合，融入了眉山东坡文化、

竹编文化和山水文化，前来参观的观
众无不赞叹有加，许多国际友人来到
这 里 ， 也 被 中 国 的 竹 文 化 所 深 深
吸引。

竹子为什么会深受人们喜爱？这
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随着与
竹子的缘分越来越深，我也慢慢发
现，竹子不只是一种普通的植物，更
是人走进自然、拥抱自然的一个载
体。竹子也给人们提供了生存需要的
竹笋，不仅如此，竹子顽强的生命力
等特质还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精神的力
量与寄托，这一点，当我走上井冈山
的时候，体会尤其深刻。

“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最使人
难忘的是毛竹。”带着人民日报记者
袁鹰笔下的井冈山印象，我怀揣着敬
畏之心，踏上这片红色热土。漫山遍
野的毛竹，装点着巍巍井冈山。那片
葱茏的生命力，从每一棵竹子的体内
散发出来，从这片山上充溢出来。正

如袁鹰所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们，正是用井冈山的毛竹做的扁
担，把这关系全中国人民命运的重
担，从井冈山出发，走过漫漫长途，
一直挑到北京城。”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在
中国坚定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征程上，竹子又有
了新的使命。

中国现有竹林面积十分庞大，生
长在地里的竹子，不需要我们做什
么，每年就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
碳，这样的竹林碳汇十分可观。竹子
的生态价值远不止于此，竹子用品可
以降解，而且能够替代许多我们现有
的塑料制品，对环境十分友好；竹子
还能够保持水土，筑牢一方生态屏
障；近两年，在有的地区废旧矿山修
复上，也见到了竹子的身影，将以前
的污染、残败之地装点成宜居宜游的
美丽公园。

随着对竹子认识的不断加深，中
国竹产业的发展也驶上了快车道。走
进国际竹藤中心会议室里，清一色的
竹子装饰和用品，从竹桌到竹椅，再
到桌上摆放的竹子制成的抽纸。竹制
品的身影更多出现在大众眼前，不仅
让“一根竹子富了一方百姓”，而且
给人营造了低碳舒适的生活环境，也
将竹文化融汇在这些竹制品身上，不
断传承下来。

竹子身上蕴涵着丰富的财富，要
做好竹子这篇文章，关键一点是要找
到其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点，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这
方面，中国正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向前努力。

位于北京的国际竹藤大厦外，翠
竹茂密，我不由得想起国际竹藤馆上
方的“绿竹神气”，不禁心生感慨：
这很中国。

绿竹神气，这很中国
刘发为

左图：盛夏时节，游客在湖北省
宜昌市秭归县三峡竹海生态景区体验
竹筏亲水项目。

王 罡摄 （人民图片）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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