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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纺车老织机“谱写”乡村振兴曲

新华社成都 4 月 17 日电(记者蒋作平、陈地、杨
进)记者近日在川南、川西采访时发现，各地干部群众
不仅把竹产业打造成一道道绿色风景线，而且生动实
践了把竹产业提升为群众的致富产业、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

农民：找到了打开“金山银山”的金钥匙

“竹林下搞种养业，收入增长几十倍，绿水青山就
成了金山银山，子孙后代都用不完。可惜我们以前没有
找到金钥匙，只能守着青山绿水受穷。”49 岁的竹农龙
朝贵说。

龙朝贵的家在四川泸州市纳溪区白节镇回虎村，
是川南竹海核心区。“区上大力发展竹产业，我就告别
打工，回乡创业。”龙朝贵给记者算了算竹产业账：“我
搞竹下种植 3 年了，去年种 30 亩竹荪，赚了四五十万
元。”

据了解，竹产业成为群众的致富产业，得益于一大
批以竹资源开发的加工企业带动。去年，泸州纳溪竹韵
公司在白节镇 4 个村收购楠竹 100 万根，支付竹农
1100 万元，加上加工环节，竹农户均增收一万多元。公
司负责人陈林告诉记者，将楠竹编织成中高端家具和
工艺品，价值差不多就是按斤计算，最便宜的每斤过百
元，最高上千元。

四川竹产业还创造了许多奇迹。眉山市青神县竹
编大师陈云华，1993 年成立云华竹旅有限公司，带动
了 5000 多户农户上万人从事竹编产业。仅竹编包一项
产品，去年销售 6000 多万元，远销世界 30 多个国家。

青神县李银海，从事竹灯罩生产 20 年，2015 年成
立竹木制品公司后，还带动 50 多家农户在家生产竹灯
罩，公司销售额连年翻番，2017 年销售近 8 万个灯罩，

销售额近千万元。

企业家：找到了高质量转型发展

的新起点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许多企业家看中了竹资源优势，在竹产业中找到
了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纳溪区区长谭荣兵介绍，全区已吸引四川银鸽
纸业、泸州竹韵工艺、浙江新宙等 80 余家造纸、竹
碳、竹酒、竹编、竹纤维、竹复合材等竹类生产加工企
业进入。目前，在建的泸州高新林竹产业园，已吸引
上海英正辉竹浆模塑制品等 10 多家竹类研发、加工
企业入驻，还将与四川农业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和
机构合作，把园区打造成集生产、销售、研发、培训为
一体的西部竹产业示范基地。

宜宾有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费思涛说，
“竹笋是得天独厚的资源，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公
司开发的苦竹笋、雷竹笋、麻竹笋等系列食品，很受
欢迎。去年 10 月试生产，年底就销售 300 万元。”

不仅如此，传统的大型国企，也在竹产业中找到
了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方向。中国第一张新闻纸的诞生
地、目前四川消化竹资源的最大企业宜宾纸业股份公
司提出了新口号：“把竹产业打造成环境美化的生态
产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经济强市的优势产业。力
争 3年浆纸总产超 100万吨、收入超 100亿元。”

青神县四川环龙新材料有限公司，2013 年研发
了生物制竹纤维精炼技术，2015 年生产的“斑布”
纸，一推向市场就掀起了“以竹代木”新潮，当年销售
2 . 5 亿元，2017 年达到 12 亿元，为当地提供了 2000
多个就业岗位，平均月工资超 4 千元。

地方政府：建设竹经济强省助力

乡村振兴

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竹国，素有
“竹子王国”之称，而四川有竹林 1742 . 7 万亩，居全
国首位。目前，竹产业已成为四川部分地区的支柱产
业。统计显示，全省有沐川县、长宁县、叙永县、青神
县等 10县(区)竹业总产值突破 10 亿元，11 个县的
竹农人均竹业收入超过 2000 元。

泸州市早在 2015 年 10 月就编制了竹产业十年
发展规划，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5000 万元用于
竹产业发展。眉山市则以培育“竹编”品牌为抓手，积
极探索竹产业转型发展之路，实现了竹生态、竹产
业、竹文化的融合发展，“国际竹编之都”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宜宾市委提出，认真学习借鉴浙江省安吉
县和福建省永安市、邵武市、南平市等先进地区经
验，努力将蜀南竹海打造成又一张名扬天下的宜宾
名片。

今年以来，四川进一步推进竹产业发展，出台了
《关于推进竹产业转型发展的意见》，编制《四川省竹
产业规划》。到 2022 年，基本形成以川南竹产业集群
和青衣江、渠江、龙门山三大竹产业带为支撑的现代
竹业发展格局，竹产品就地初加工转化率和品牌覆
盖率均超过 70%，竹旅游康养达到 5300 万人次；全
省竹业综合产值达到 500 亿元，竹农人均竹业年收
入达到 1500 元。

四川省林业厅副厅长马平说，要加快构建新型
竹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服务体系，推
动竹资源大省向竹经济强省转变，让竹林成为四川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道风景线。

不仅是一道道绿色风景线，更是打开“金山银山”的钥匙

川南川西竹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重庆 4 月 17 日电(记者郑雪婧、柯高阳、周
闻韬)“本来家庭就困难，吃酒惹事两为难，酒醒知错没
得钱，还得挣钱付药钱。”在重庆市，有一个特殊又普通
的乡贤群体，他们或不求回报做好事催人向善，或回馈
家乡修道路发展产业，或投身公益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或以身作则重家教垂范邻里。要想了解他们，可以从开
头这首打油诗说起。

2017 年 9 月，重庆市永川区临江镇隆顺村村民徐
卫兵(化名)醉酒后到邻居李全(化名)家里闹事，其间
发生抓扯，李全手臂受伤，要对方赔 900 元医药费，而
生活拮据的徐卫兵不肯，双方争执不下，一直吵到村里
的“乡贤评理堂”，并让人去喊老陈来评理。

“乡贤评理堂”是重庆市永川区基层工作的一个新
模式，常设置在村头田边甚至乡民家里。近年来，跟重
庆市推动的乡贤文化一起，成为宣讲法律政策、调处矛
盾纠纷、倡导移风易俗的重要抓手。

村民说的“老陈”，是隆顺村村民陈久述。49 岁的
他是村里人人尊敬的老党员和“热心大哥”，多年来主
动帮村民调解矛盾，村里人觉得他为人公道正派，很服
气他，在 2015 年被推选为“乡贤”。在隆顺村的“乡贤评
理堂”，他是最常出现的一个。

听说村民之间发生矛盾，陈久述闻讯赶来“乡贤
评理堂”。据村民们回忆，老陈一到，那个不到 10 平方
米的屋子顿时静了下来。陈久述听完事情经过后，耐

心地跟李全沟通：“你俩打架都有错，他先动手错更
大，但你比他多岁数，赔个不是，能不能谅解他？他家
里有三个娃，没钱很恼火。900 块钱你能不能打个让
手？”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调解，李全平息了怒火，在
调解簿上按了手印，一场村民矛盾就这样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说起陈久述，村民们都笑称他还是个“诗人”。每次
调解完成后，陈久述都要写一首打油诗记录下自己的
工作，更为了以这样“土色土香”的方式给大家讲道理。
被写进打油诗的矛盾调解双方，往往一起念念这首打
油诗哈哈一笑，散场回家。这才出现了开头那首让人闻
之一笑的打油诗。像这样脍炙人口的打油诗已积百余
首，陈久述把它们印成小册子，免费发放给村民阅读。
他的打油诗接地气，讲道理，村民们看得懂，也爱看。临
江镇镇长李凯说：“调解当事人在事后听了打油诗，也
很有感触。这对村里的稳定和好家风的传承起到很大
作用。”

如今，陈久述的打油诗也成了村干部汲取调解经
验的生动案例库。如何调解才能“镇住场子”？怎样才能

让红了眼、动了手的老百姓口服心服？陈久述还开班
为干部们培训，传授一些小技巧：调解当事人来了，
要先倒杯水给他们，消消火、缓缓气；遇到无理取闹
的人，道理讲不通，最好以情动人。他认为乡村调解
工作也是党组织工作的重要延伸，要用跟组织工作
一样的认真态度去对待。同时，以德服人固然重要，
但不能以德代法。陈久述还自学《合同法》等法律条
文，让调解工作时刻以法律为准绳。

调解工作之外的陈久述，其实还是当地有名的
扶贫致富带头人。作为鸭子养殖大户，他牵头成立了
临江鸭业协会，为贫困户赠送鸭苗，将养鸭技术无偿
与乡亲们共享。村民刘随德对记者说，老陈教大家养
殖技术的时候更是个细致人，从鸭苗小时候怎么管
理，到鸭病咋治咋预防，都一一叮嘱到。目前，已累计
带动养殖户 2000 余人，年养禽百万只以上。

经过这么多年的调解工作，陈久贤也给自己写
了首打油诗：和谐社会讲和谐，人民调解首当先，矛
盾排查最关键，及调化解保平安。打油诗化解小矛
盾，笑声中评理解千结。

打油诗化解小矛盾 笑声中评理妙解结
重庆永川：“新乡贤”成调处矛盾纠纷、倡导移风易俗的重要抓手

新华社厦门 4 月 17 日电(记者
付敏)2018 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
17 日在厦门海沧开幕，来自海峡两
岸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为乡村振兴
与社区治理建言献策。

台湾村里长联合服务总会总会
长陈建良表示，两岸一衣带水，同气
连枝，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今天，都
面临着乡村社区凋敝、优质劳动力
流失的困扰。因此，如何激活乡村造
血功能非常值得重视。

陈建良分享了南投县埔里镇桃
米社区的做法：在生态资源丰富的
桃米社区，村民们维护湿地河道，兴
建民宿，发展特色餐饮、文创工艺，
推广新故乡旅游，成功为乡村发展
开创了新局面。

“我们希望在复制推广这样的
乡村振兴模式上，和大陆同胞多交
流学习，请大陆同胞多来参观指导，
共同进步。”陈建良说。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认为，半个
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从农业支持
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乃至后工业
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走过了相似
的发展路径，但发展进程存在阶段
性差异。“台湾在农村产业转型和乡
村建设方面有许多经验，尤其是近
10 年来台湾农村在再生发展和社
区营造方面的做法，可以为当前大
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有益参
考。”赵一夫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
心副主任罗京辉表示，农村是两岸
同胞乡愁的共同载体，是凝聚两岸
亲情的共同记忆，因此乡村振兴在
某种层面上，对于促进“两岸一家
亲”具有特别的意义。“期待两岸能持续加强在乡里建
设上的交流，常来常往，共同实现两岸乡村重焕光彩、
村民安居乐业。”罗京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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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迁安市杨店子镇高引铺村“绣娘手工坊”的工人在织布车间工作。为促进当地妇女就业创业，河北省迁安市杨店子镇高引铺村 2017 年 9 月在省妇联
支持下注册成立了村集体控股、全民参股的“绣娘手工坊”，让村里的妇女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来厂里或在家里使用传统方法纺织土布，制作床上用品、围巾、箱包等，产品
俏销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带动全村 410 个家庭增收。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香港留洋硕士

来江西当农民

▲佘贻谋(左)和员工一起在改装专用的超声波自
动感应电磁液压有机肥下肥机(4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从小生活在香港，后来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计
算机专业硕士学位的佘贻谋，只身一人来到江西鄱阳
县谢家滩，并于 2012 年创办江西省元宝山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种植中药材，当起了农民。如今，佘贻谋的中药
材基地已从当初的一个发展到了 5 个，安置了周边
100 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福建省长泰县坂里乡正达村由于库区移民等原
因，630 户人口的村庄就有杨、邓、许等 6 个姓氏 14 个
祖厝，不仅破坏整体美观，也占用土地。”

鉴于村民邻里关系和睦，平时红白喜事也互帮互
助，经挂钩干部坂里乡纪委书记张志勇提议并村两委
研究，结合实施“旧村复垦”项目，将六个姓氏的祖厝合
并成一个。先后组织涉及的 110 位户代表召开三次会
议，传达移风易俗、“六姓合一”的好处，受到村民的积
极响应。 (陈霓)

长泰移风易俗

“六姓祖厝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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