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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毛竹，十多年前只能为竹农
换来一杯酒钱，十多年后鼓足了竹农
的腰包，也壮大成当地的优势产业。
这根“竹”产在全国重点林业县市、“中
国竹子之乡”福建省建瓯市。“十年磨
一剑”，建瓯在发展中突出“绿色”，主
抓“竹业”，独辟了一条“以竹代木”的
绿色发展路径。站在“十三五”新起点
上，建瓯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将这
根“绿竹”婆娑出别样的风采。

“亦高亦低”
的绿色追求

建瓯有竹林面积 131 万亩，毛竹
立竹总数2.2亿株，居全国县级地方榜
首。虽坐拥丰富的竹林资源，但在上
世纪90年代之前，建瓯毛竹林经济效
益很低。“山上的竹笋和竹竿大多拉到
市场当原料卖，一根毛竹就卖一元多
钱。随着笋竹加工业的兴起，一根毛
竹涨了十倍二十倍都有。”建瓯市东峰
镇农民郭学婢谈起竹子的身价变化颇
有感触。

追求高附加值，唯有精深加工。
郭学婢就是加工大军中的佼佼者。
2003年，他在镇上创立了竹地板加工
企业。如今，其公司生产的竹地板产

品远销五大洲20多个国家，成功入选
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ELI）样本企
业。目前，建瓯全市笋竹加工企业达
373家，其中12家企业获“中国竹业龙
头企业”，加工产值由 1999 年的 2.62

亿元提升到 2015 年的 109 亿元，竹业
产值在全国县级地方名列第二。

“毛竹主干可以加工成竹地板、竹
凉席等各种竹制产品，竹下脚料可以
造竹浆纸，竹枝、竹屑也都是竹炭、活
性炭的原料，竹叶、笋壳还可以提取高
级保健品，一根竹子升值上百元。”建
瓯竹业协会会长阮永庄说。竹产业的
高效益为广大农民所分享，现在平均
每户竹农从自家竹山上年收益就有
13000 多元。在毛竹主产区，农民收
入的80%来自竹山。

“竹产业被公认为理想的低碳产
业。”建瓯市竹业协会的同志给我们算
了一笔账，“与树木相比，竹子生长周
期短，一年成材，三年可伐，据浙江林
学院研究，一公顷毛竹的年固碳量是
5.09吨，为杉木1.46倍。”

随着加工发展，竹子附加值提升，
竹产业的低碳之路在建瓯也渐成气
候。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不
断涌现。

产学研合，项目落地
1 月 12 日，福建鸿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与建瓯市城东工业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签约，总投资 13.5 亿元的新型
生物质糖产业化项目落地建瓯。项目
全投入运营后，年可利用竹子原料30
万吨，预计年产值超12亿元。

如此“高大上”的项目，许多地方都
眼馋。建瓯为何能“抢”到这一香饽饽？

原来，2014年10月，建瓯与厦门大
学签订协议，共建海西竹产业工程技术
中心。新项目，正是高校、企业、地方政

府三方的产学研合作结晶。
新项目代表了产业转型升级的一

个方向。“新项目以竹业‘三剩物’为原
料，竹子利用率是传统的5倍以上，科技
含量高、附加值大，还能带动、延伸相关
产业链。”建瓯市经信局负责人如是说。

借梯登高，搭台升级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建瓯这一

山区县，注重嫁接沿海城市泉州市的
先进发展理念，建瓯生产力促进中心
与泉州生产力促进中心合作，助力竹
业转型升级，既是“借梯登高”的妙招。

通过山海协作，建瓯竹产业在政
策导入上抢得先机。2010年9月建瓯
市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建瓯
笋竹科技特色产业基地”，2013 年以

来，国家级竹制品外贸转型升级示范
基地等诸多竹业称号纷纷加冕。

2012年，建瓯市启动建设了投资
5000 万元、规划面积 100 亩的竹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2013年，建瓯竹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被认定为省级技术创新
平台；高新技术孵化器于2014年12月
份通过省级认定。平台内竹产业众创
空间也加快建设，10家竹工艺科技开
发企业入驻，开展竹工艺品设计创意，
申请专利60多件。

今年 4 月，建瓯市与国家林业局
竹子研究开发中心签约，双方共同与
厦门大学共建国家级竹产业技术研发
中心，主要在竹产业发展规划等方面
开展合作，对竹加工企业乃至整个产
业提供零距离的研发技术支持。

“建瓯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提升‘绿色’竞争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建瓯市委书记丘毅说，“竹产业是

‘拳头’，这个拳头我们要握紧”。2012
年起财政每年投入400万元用于现代
竹业项目建设；2015 年起每年补助
1000 万元以上用于竹林优化改造及
竹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今年初投资
100 多万元，完成了笋竹产品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促进产业升级，追求
新的发展，建瓯不遗余力。

把资源优势培育为产业优势，实现绿色发展，促进竹农增收，当下又
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谋求的是怎样的嬗变？

建瓯：“绿竹”如此婆娑
徐俐敏

福建省建瓯市房道镇吴大元
村村民从自家丰产竹林满载而
归。 张和生 摄

本报北京6月29日电（记者王平） 国台办发言
人安峰山在今天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台湾新执政
当局迄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
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
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

“九二共识”白纸黑字

在回答记者有关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的问
题时，安峰山说，众所周知，2008 年以来，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国台办与陆委会的联系沟通机制、海协会
与海基会的协商谈判机制，都是建立在双方均坚
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之上。

安峰山说，2008 年 5 月 26 日，海基会向海协
会发来电函，表明“期望贵我两会在‘九二共
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制度化协商”，在接到来
函后，5 月 29 日，海协会复函海基会，表明“我
会同意贵会来函意见，尽速在‘九二共识’基础
上恢复两会联系往来与协商谈判”。双方的往来函
件，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正是在这样的基础
上，6 月 12 日，双方恢复了中断将近 10 年的两会
商谈，才有了两会 8 年来的 11 次商谈和 23 项协议。

2014 年 2 月，国台办与陆委会负责人在南京会
面，决定在“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建立两部门常
态化联系沟通机制。张志军主任在会面时特别强
调，“九二共识”是两部门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的基
础，没有这个基础，这个机制不可能建立；即使建
立了，如果基础被破坏，这个机制也会塌下来。陆
委会2月11日发表的新闻稿也明确表示，“陆委会强
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制度化协商及互动往来关键
核心”。此后，两部门负责人多次会面互访，双方都
强调“九二共识”是继续推进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安峰山表示，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九二共
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
两岸制度化联系机制得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大
陆方面在此基础上推进两岸制度化交往，维护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态度始终

如一。改变这一局面的是台湾方面。台湾新执政
当局迄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
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导致了国台办与陆
委会的联系沟通机制、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协商谈
判机制的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人们不禁
要问：台湾方面为什么要改变 2008 年以来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现状？其目的何在？”

台方需说清楚道明白

有记者提问，今年 5月 20日前后，台湾方面一
再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沟通协商达成若干共
同认知与谅解的历史事实，此一历史事实的重点就
是“求同存异”。对这种表述，大陆方面为什么不能
接受？

安峰山就此回答，台湾方面始终在两岸同胞最
为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采取模糊
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
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同胞都在问，台湾方面称尊重
1992年两岸两会沟通协商达成的若干共同认知与谅
解，所谓的“共同认知”到底是指哪些内容？所谓
这一历史事实的重点在于求同存异，“求同存异”的

“同”又是什么？台湾方面应该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说明白。只有对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对两岸关系
发展基础的问题作出明确的、正确的表述，两岸的
制度化交往才能得以延续。

针对有人提出可用“九二谅解”代替“九二共
识”的说法，安峰山说，“九二共识”是 1992 年海
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就如何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海基会的表述是：“在海
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
知各有不同。”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
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
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由
此可见，当时双方均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态度。其基本事实和全部过程是十分
清楚，不容置疑的。正是有了1992年达成共识的事

实，才有 1993 年的“汪辜会谈”。2000 年以后，辜
振甫先生多次表示，要重视“九二共识”的历史意
义。这也是任何人都否定和歪曲不了的历史事实。

而既然“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每年七
八月份举办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和今年的国共论
坛会不会受到影响？安峰山就此表示，沪台的双城
论坛，应该由上海市和台北市方面进行沟通。国共
论坛作为国共交流平台，双方一直在积极进行沟通。

一中原则不容破坏

有记者提问，蔡英文在巴拿马活动时用英文署
名“President of Taiwan （ROC） ”，有人认为是

“法理台独”的做法，大陆方面怎么看？安峰山表
示，我们一贯以一个中国原则对待台湾对外交往问
题，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行径。
记者提到，岛内一些学者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

策是“反中”而“缓独”。安峰山就此表示，要想确
保两岸制度化交往机制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
果，就要向大陆方面确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
基础，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运用两面手法或者
在语言和文字上采取模糊态度，都是无济于事的。

针对岛内有人提出希望国共之间先签和平协
议，安峰山说，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在坚持“九
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两岸
同胞一道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崭新局面，推
动两岸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对于两岸之
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明确表
示，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同台湾方面进行
协商，探寻解决的办法。

对台湾近日安排审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
民关系条例”等修正草案，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
限仍然维持 6年不变，又增列需具备“国民权利义务
基本常识”一事，安峰山说，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大陆配偶在台遭遇歧视性待遇，合法权益得不到保
障，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其障碍何在，通过这件事
情，相信大家会看得更加清楚。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两岸沟通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方

据新华社香港6月28日电 （记
者颜昊） 香港独立非盈利法律团体
亚 太 国 际 法 学 院 28 日 表 示 ， 自 6
月初向荷兰海牙仲裁庭递交质疑
南海仲裁案的“法庭之友”意见
书 后 ， 一 直 没 有 得 到 任 何 回 复 。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仲裁庭迟
迟不回复意见书，既不符合国际
法常理，对香港法律团体的独立意
见也不够尊重。

亚太国际法学院主席、香港资
深大律师冯华健告诉记者，6月 6日
向仲裁庭递交“法庭之友”意见书
之后一直等待对方的回复。然而，3
个星期后依然没有任何回音。

冯华健表示，仲裁庭作为国际
法框架下的司法机构，是有义务对
第三方独立法律意见作出回复的。

董吴谢香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永
嘉认为，不论仲裁庭对菲律宾单方
面提出的仲裁案判决结果如何，作
为一个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应该尊重

“法庭之友”的工作，对香港法律团
体的建议不理不睬，显示出仲裁庭
不应有的态度。

香 港 企 业 法 务 人 士 朱 家 健 认
为，菲律宾在仲裁案中刻意回避南
海有关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只关
注这些岛屿以及相关海域的海洋权
益。这样的做法就是试图绕开主权
问题来谈附着于主权之上的权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意见书认为，仲裁庭在其关于
管辖权的裁定中试图认定，可在不
处理主权归属的前提下，判断某一
海洋地物是岛、礁还是低潮高地。
然而，仲裁庭援引的个别条款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整体是密不可
分的。只要承认 《公约》 各条款间
存在联系，就能得出这样一个当然
的结论，即主权归属至关重要，在
确定一块陆地的主权归属之前，无
法对其可主张的海洋权利作出界
定。而主权归属问题当然超出了

《公约》解释和适用的范围。
朱 家 健 认 为 ， 仲 裁 庭 试 图 用

《公约》 中的个别条款来处理该仲裁
案，这样的做法是对 《公约》 的片
面理解，也是对国际法赋予 《公
约》缔约国权利的滥用。

香港法律界人士：

海牙仲裁庭不应漠视
“法庭之友”意见书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靳若城）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柬埔寨人民
党在南海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表示赞赏。

据报道，柬埔寨人民党主席、首相洪森 28 日就南海问题
表明立场，指出柬埔寨人民党反对东盟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发表声明，呼吁域外国家停止干涉南海问题，呼吁有关国家
正确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精神。

“中方对洪森首相以及柬埔寨人民党在南海问题上的客观公
正立场表示高度赞赏。”洪磊说，柬方的表态也再次说明，某些
国家利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挑拨中国－东盟关系，破坏地区和
平稳定的图谋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会得逞的。

中方对柬埔寨南海立场表示赞赏

香港大学生北京体验文化香港大学生北京体验文化
百余位来自香港高校的大学生日前来到位于北京马连道茶叶街的京华茶

业大世界，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图为“茶博士”正在向香港大学生
们传授长嘴壶冲茶技艺。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百余位来自香港高校的大学生日前来到位于北京马连道茶叶街的京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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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传授长嘴壶冲茶技艺。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 29 日就菲律宾南
海仲裁案仲裁庭声称将于近期公
布所谓最终裁决发表谈话，全文
如下：

应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请求
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以下
简称“仲裁庭”） 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对外称，将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布所谓最终裁决。我想再次
强调的是，仲裁庭对本案及有关
事项无管辖权，不应进行审理并
作出裁决。

一、2013 年 1 月 22 日，菲律
宾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
议提起仲裁。中国政府随即声
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
提起的仲裁。此后，中国政府多
次重申这一立场。

2014 年 12 月 7 日，中国外交
部受权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
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全面系统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该仲
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即仲裁
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
裁案没有管辖权，中国政府不接
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拥
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作
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
中国政府当即声明有关裁决是无
效的，没有拘束力。针对仲裁庭
11月24日至30日就该案实体问题
进行的庭审，中国政府再次阐明
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

2016年6月8日，中国外交部
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的声
明》，重申中国坚持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仲裁案以及通过双边
谈判解决中菲在南海有关争议的立场。

二、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国际法。
第一，中菲通过一系列双边文件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早已就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达成协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规定的仲裁程序不适用中菲南海
有关争议。

第二，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
主权问题，不在 《公约》 的调整范围内，更不涉及 《公约》 的
解释或适用。

第三，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问题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已根据 《公约》 第 298 条的规定于
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
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第四，菲律宾无视中菲从未就其所提仲裁事项进行任何谈
判的事实，偷换概念，虚构争端，未履行《公约》第283条就争
端解决方式交换意见的义务。

三、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上，对有关
事项不具有管辖权。仲裁庭不顾中菲已选择通过谈判协商方式
解决争端的事实，无视菲律宾所提仲裁事项的实质是领土主权
问题的事实，规避中方根据 《公约》 规定做出的排除性声明，
自行扩权和越权，强行对有关事项进行审理，损害缔约国享有
的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破坏 《公约》 争端解决体系
的完整性。

四、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
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
政府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
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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