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运竹产品

竹丝晒“金”

繁忙的加工车间

加工竹简

过去，双垅村村民基本靠外出打工维持生
计，家里只剩下老弱妇幼，村庄缺乏人气，产业
发展无从谈起，村民颇有怨气。在单纯卖楠竹
效益不高的情况下，双垅村改变思路，向山上楠
竹要效益，一 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在竹建材、竹
工艺、竹雕等方面做足文章，另一方面培养楠竹
加工致富带头人，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彻底改变
过去落后的面貌。

产业兴，竹变金。在我市，像双垅村这样有
着传统楠竹资源的村落为数不少，但真正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加工的并不多。愿更多的乡
村像双垅一样，走出一条绿色脱贫之路，让百姓
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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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咸安区大幕乡双垅村楠竹加工

厂，村民邹龙龙忙着用手机联系销售竹架

板业务，脸上满是笑容。“今天有两车竹架

板要发往武汉，从早上忙到现在，总算是按

时交货了。”邹龙龙说。

邹龙龙家在海拔460米的双垅村，村

里楠竹面积1.8万亩，是典型的林区偏远

村。他在村里建起一家楠竹加工厂，两年

时间脱贫致富，还买了一辆车。

但在2017年以前，邹龙龙和妻子一直

在外奔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在双垅村，

像邹龙龙家这样的情况很多，山高路远，穷

扒苦做，收入拮据，绝大多数村民靠外出打

工维持生计。

一个偶然的机会，邹龙龙得知浙江安

吉不少农民在家门口利用楠竹加工走上富

裕之路，他“眼红”了：“同样有满山青竹，别

人能发家致富，为啥我不能？”于是，他多次

前往安吉，学习楠竹加工技术，逐渐掌握了

一些“门道”。

2018年，邹龙龙回乡，向亲朋好友借

款数万元，办起小型楠竹加工厂，营销自己

跑，聘请外地师傅负责技术。通过两年经

营，不仅自己脱了贫，还安排10多人就业。

双垅村支部书记朱万泽说：“我们村楠

竹资源丰富，以前守着‘金山’，却过着苦日

子。很多人从没想过加工楠竹也能致富，

邹龙龙给大家开了好头。”

以邹龙龙为脱贫样本，这两年，双垅村

依托家门口的楠竹，做活竹文章，采取“企

业+基地+农户”模式，引导村民发展楠竹

加工业。目前，引进楠竹加工厂17家，生

产的竹篮、竹篱笆、竹架板等竹制品热销市

场，年实现产值9000多万元，带动3000多

人就业致富，全村八成以上人口受益。村

里优待外地技术能人，他们以传帮带的形

式，将149户贫困户培养成竹制品加工艺

者，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

产业有了起色，但双垅村人并不满

足。村民贺慈是位90后，他大学毕业后办

起艺竹情制品有限公司，走的是楠竹加工

精品之路。记者在其生产车间看到，一片

片小巧的竹片，工人利用机械在上面激光

刻字制成竹简，古色古香，小巧玲珑。贺慈

算了一笔账：“一根成竹仅能卖七八元，但

制成300个竹简，可卖到近千元。”眼下，他

正做起电商，召集乡里40多名民间竹雕艺

人，专门手工制作花瓶、罗汉等工艺品，采

取线上销售方式发往全国各地，11月销售

收入达40万元。

漫山遍野的楠竹，如今都成了“财富”，

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2018年，双垅村达

到省定“九有”标准，一举摘除戴了多年的

“贫困村”帽子，并荣获全省“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进步村”。名不见经传的双垅村，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说，这都是楠竹加

工带给我们的好“钱程”，楠竹是我们的致

富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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