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从“烂沟村”变身“中国竹编第一村”

眉山青神兰沟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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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沟村又要出名了。12月8日至12
日，2022中国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将
在眉山市青神县召开，举办地正是位于青
神县青竹街道兰沟村内的竹编产业园区。

这几天，兰沟村的村民都在为竹博会
忙碌着。编织竹编展品、帮忙布展，他们
都拿出“传家”手艺，铆足劲儿地把那些大
大小小的竹片编成一件件艺术品：“得拿
出中国竹编第一村的水平来。”

兰沟村，正是以竹编工艺闻名遐迩的
“中国竹编第一村”，国际竹艺大师陈云华
就来自该村。依靠竹产业，村民们走上了
致富路。近年来，兰沟村还做精做细竹产
业，走出了一条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的新路径。

12月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来到兰沟村，实地探访竹编博物馆、竹
里巷子、竹里萤光等文旅IP，深刻感受兰
沟村特色竹经济的发展。

10年前，因老旧破败而被叫作“烂沟
村”的兰沟村，现在已成为中国美丽乡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天府旅游名村。如
今的兰沟村，正以竹为媒，践行着“两山”
理念，实现绿色发展。同时也因竹而兴，
用产业崛起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因竹而兴
小乡村变身“中国竹编第一村”

在兰沟村，竹编历史悠久，家家户户
都会用竹子、篾条编成簸箕、背篓、箩筐等
生产生活用具。

村民陈云华，便是当地有名的篾匠。
1971年，村里接到一笔外贸竹编订单，陈
云华带领村民们编织出果盘、面包篮等
物，换来了三台拖拉机。

之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陈云华
在村里开设了竹编培训班，教村民们编织

出更加精细的竹编产品。竹编艺术品慢
慢走向国际，青神竹编声名鹊起。2008
年，青神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陈云华也成为青神竹编国家
级传承人。

在陈云华的带领下，竹编匠人们更加
追求技艺的精益求精，将竹编提高到文创
艺术品的新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隐形竹编，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
称为“竹编史上的奇迹，艺术中的艺术”。
兰沟村的竹编产品远销欧、美、澳以及东
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兰沟村成为
名副其实的“中国竹编第一村”。

因竹而富
甩掉“烂沟村”过上好日子

青神竹编的崛起，也让当地政府看到

了竹编产业在助农增收方面巨大的发展
潜力。从2011年开始，青神县便以兰沟
村为中心，成立了核心面积2.8平方公里
的竹编产业园区。随后的几年，国际竹会
展中心、熊猫馆、国际竹编艺术博览馆、国
际竹艺城等文旅项目陆续落地兰沟村。

2018年，中国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
会首次在兰沟村举行，给兰沟村的竹编带
来了更广阔的市场。

兰沟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竹编创
业致富队伍。2019年，兰沟村规模以上
的竹编及竹文化产业企业达30余家，经
销竹制工艺品的商家近百户，培育了多位
国家级、省级竹编人才，全村竹产业从业
人员近2000人，年产值达4500万元。

到2021年，依靠竹产业，兰沟村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000元。“我们村

以前被大家喊作‘烂沟村’，”村民说，“现
在大家都靠竹编过上了好日子，村子的面
貌也焕然一新，‘烂沟村’早就不存在咯。”

竹旅融合
村集体年收入有望突破百万元

近年来，兰沟村还加大竹产业与经济
发展的交融，借助人居环境改善的春风，
大力发展竹旅游，先后打造了中国首家竹
林湿地公园、竹里海棠湿地公园、竹里巷
子等景观。

其中，乡村振兴的亮点IP——竹里巷
子一经亮相，便成为“网红”旅游打卡点。
竹里巷火锅店、咖啡馆、美学馆、民宿等多
家新业态的入驻，丰富了乡村旅游体验。
而配套的全国首家竹艺精品主题酒店
——竹里院子，更是给游客带来了更舒适
高端的度假享受。

此外，依托特色萤火虫资源，全国首家
以萤火虫为主题打造的竹里萤光艺术馆在
兰沟村应运而生。馆内分设萤火虫科普
馆、四季赏萤厅、萤光艺术厅、萤光主题餐
厅等功能区，游客可以实现四季观萤。目
前，该艺术馆已经打造完毕，不日将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而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之一。兰沟
村依托竹资源，通过走“绿色发展、三产融
合”之路，大力发展竹产业，壮大村集体收
入。据了解，兰沟村的村集体年收入2021
年已达到80.1万元，今年有望突破100万元。

兰沟村的竹产业发展，生动诠释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将生
态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新增长点的增收道
路上，兰沟村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接下来，我们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继续发展好竹产业，继续擦
亮‘中国竹编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兰沟村党委书记赵小
建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李庆

初冬时节，位于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
金鼓村的四季绣生态农庄，在群山环抱下
宛如一处世外桃源，绽放着独属于冬日的
静谧。

一大早，胡晓全便忙碌起来，叮嘱冬
季肉牛养殖场储备草料，协调食材采购，
安排人手对农庄花草树木修枝施肥……

“农庄生意好了，村民的腰包也鼓起
来，日子越过越火红。”胡晓全是四季绣生
态农庄负责人，也是龙潭乡金鼓村党支部
副书记，返乡创业十余年来，他带动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先后荣获省返乡创业明星、省
优秀返乡农民工、省乡村旅游文化能人等
荣誉称号。“让乡邻们都富起来、过上好日
子，我的创业才真正算成功。”胡晓全说。

打破常规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今年51岁的胡晓全，20岁时便外出
务工，在赚取到人生第一桶金后，毅然决
定返乡创业。他最开始养过土鸡、生猪，
但都因经验不足，不仅赔光积蓄，还背上
了30多万元的债务。

“产业没有特色，肯定走不远！”胡晓
全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牛养
殖，并将农户闲置土地通过流转利用起

来，用来种植牧草和露地蔬菜，创业成效
初显。

“‘种养循环、农旅结合、三产融合’已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乡村游发
展前景一片大好。”2014年，胡晓全把发
展的目光锁定到“打破单一农业产业，开
发综合休闲度假产品”上来，最终打造了
集农业观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农耕
体验、科普活动等为一体的生态农庄。

胡晓全介绍，农庄目前已创建为全国
森林康养基地、四星级农家乐、四星级乡
村酒店、广元市大中学生示范性劳动教育
基地，年接待省、市内外游客及各类培训

学生团队15万余人次，增设务工岗位20
余个，人均增收6500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新增乡村夜经济项
目，持续加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文化研
学等方面的投入，改进优化劳动教育课
程，提升服务质量……”说起未来规划，胡
晓全侃侃而谈。

拓宽渠道
千方百计助农增收

从养牛种菜，到开办集休闲观光农业
与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农庄，胡晓全始
终没有忘记自己返乡创业的初衷——带

领老百姓一起增收致富。2013年8月，胡
晓全发起成立了广元市勤丰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公司+种养大户+
农户”的多元主体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养
殖、循环农业、体验农业及乡村旅游等产
业，通过合作社雇佣、收购农产品等方式，
带动成员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合
作社和生态农庄年季节性用工达5000余
人次，年发放务工工资110余万元。

此外，合作社还将财政投入扶贫资金
100万元，以1.25万元/户，均等量化到80
户精准贫困户，2016年-2020年共计为
80户贫困户（脱贫户）分红27.888万元，
户均分红3486元，确保了贫困户（脱贫
户）持续增收脱贫。

家住金鼓村四组的李文莲便是合作
社的受益者。李文莲家因其丈夫生病致
贫、孩子年幼，全家的重担都落在她身
上。加入合作社后，每年不光有固定收
益，还可以在生态农庄季节性务工，平时
她将家中的蔬菜、土鸡卖到合作社，也能
增加一些收入，仅去年一年，李文莲年增
收就达8000多元。

在胡晓全的带动下，村民们的腰包逐
渐鼓起来了。胡晓全话语朴实，语调却铿
锵：“我将做一名务实的新时代的新农人，
为当地经济发展、助农增收、乡村振兴贡
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李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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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沟村的竹编产品。

“归雁”胡晓全：带领村民致富才是创业成功

▲
眉山青神兰沟村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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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在田间地头的胡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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