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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绑扫帚50年
“绑”出一幢三层楼

李月贞手里的活，是江南街道南

山村板桥自然村很多妇女都会做的绑

扫帚。

只见她拿起几把已经捆绑成型的

竹丝，然后将一根竹棍插入其中，并在

竹棍上嵌入一根竹插销，再用一根长

竹篾在这一大把竹丝的尾部缠绕，脚

紧紧踩住绕过木桩的竹篾将其拉紧。

不到3分钟，一把竹扫帚就绑好了。

“我们夫妻俩每天能绑十四五把，

然后批发给附近的小贩，一把扫帚卖

14元左右。”李月贞今年68岁，已经绑

了50年的扫帚。

“绑扫帚是辛苦活，儿女们经常劝

我们不要做了，但自己现在还能挣钱，

还想再干上一阵子，花自己的钱，心里

头踏实。”看着家中三层的楼房，李月

贞一脸的自豪。

“边界行”系列报道（4）

永祥竹材销售遇冷 成片毛竹腐烂山头
如何算好生态账又算好经济账，让竹山变金山？

永祥2.6万亩“绿色黄金”盼开发

本报“边界行”第一采访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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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号不给力
小山村时常“失联”

这年头，手机没信号，总是让人心

有不安。江南街道板桥自然村就遇上

了这样的尴尬。

这个只有 100 多人的小村庄，依

山而建。“村里信号不好，手机常常打

不出去，这事能帮忙解决吗？”听说是

“边界行”记者，村民陈艺上前来问。

记者实地体验了一番，发现手机

信号不稳定，需要不断在“移动”中寻

找信号源。

针对移动信号弱的问题，陈艺曾

在 3 月拨打客服，但并未得到解决，她

希望借助本报“边界行”的报道早日让

村子信号畅通。

路边小店成自行车
商家“必争之地”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南

街道勤丰村的江南忠华副食店却是

“靠路吃路”。

怎么“吃”法？你到店里瞧一瞧就

知道了。店里满墙满眼的自行车广

告，想不被注意都很难。

老板娘赵福梅告诉记者，永祥公

路通车后，每天都有五六十辆自行车

从店前经过。由于停车方便，小店成

了骑行者的“加油站”“聚集点”。

精明的自行车商家当然不会放过

这宣传产品的“风水宝地”，纷纷前来

求租“广告位”。赵福梅笑着说，自己

真是环境的受益者。

边界民愿

看到门口叠放着的那一堆毛

竹开始霉烂，张银德一声叹息，他

回房拿了柴刀，动手把毛竹劈成竹

片，当柴火。

“现在毛竹很少有人来买，这

堆毛竹是去年冬天从山上拖下来

的，已经放了半年多。”26 日，张银

德对本报“边界行”的记者“诉苦”。

62 岁的张银德是江南街道平

田村村民，一辈子“靠竹吃竹”，毛

竹受到“冷落”，让他很难接受。

永祥竹材销售遇冷
成片毛竹腐烂山头

“以前，永祥竹材很是俏销，

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记工分的时

候，一担毛竹（50 公斤）便能卖 10

元钱，当时武义、缙云、东阳等地的

人都到永祥来买，买毛竹还要预约

排队。现在，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

个上门收购竹材的，而且价格很

低，卖 30 元一担已经算是高价了，

一般只有 20 元至 25 元一担。”张

银德苦笑着，用他能理解的最直观

的方式给记者算了笔账，生产队记

工分的时候，成年人一个工分只有

2 角钱，一担毛竹能抵五六天的工

分。现在一担毛竹与成年人的工

资相比，还不抵半天工钱。

与张银德一样，江南街道南山

村板桥自然村的朱周云和李月贞

也为毛竹的销路犯愁。“毛竹不像

树木，树龄越老越珍贵。毛竹只有

8 年至 10 年的寿命，生长 8 年以上

的竹就会出现生命力衰退的趋势，

进入老龄竹阶段。”朱周云说，近

些年竹材价低，人工成本高，一般

远一点高一点的山头，大家就懒得

去砍，自然淘汰的毛竹成片成片地

腐烂在山上，太可

惜了。

记者了

解 到 ，江

南街道永祥区域目前有 26000 多

亩毛竹，而且毛竹蔓延生长，呈现

逐年增加的趋势。张银德说，村

里曾经做过统计，20 多年前村里

有 370 多亩竹山，现在已有 700 多

亩了。

“毛竹卖不掉，怎么办？”张银

德无奈地回答，“当柴火烧喽。我

们村里一户用煤气的都没有，村民

全部都用毛竹当柴火，毛竹烧出来

的饭菜特别香。”调侃之后，张银

德的语气马上变得沉重起来，他

说，现在万亩竹海为永祥农民带来

唯一的经济效益就是竹笋。

朱周云告诉记者，以前永祥

毛竹的用途是工地工棚、脚手架

和篾席、竹篮、竹椅等传统的竹制

品。据他分析，现在毛竹遇“冷”

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根据安全

生产要求，工地已经禁用毛竹搭

建的工棚、脚手架，而篾席、竹篮、

竹椅等传统竹制品也被塑料制品

等所替代。

“以竹代木”市场广阔
2.6万亩毛竹待开发

“其实竹子浑身是宝，被人们

称为“绿色的黄金”，竹叶可加工成

饲料，竹秆可造纸、生产竹产品等，

竹笋是绿色有机食品。”张银德认

为，随着“生态公益林”保护力度的

加大，木材越来越紧缺，“以竹代

木”将为竹材带来很大的市场机

遇，关键是永祥竹农如何把握。

他罗列了竹材的种种优点：竹

子具有再生利用的功能，能够快速

成林成材；竹材具有吸收紫外线的

功能，对人的视觉有益；竹材本身

具有吸音、隔音、降低音压，缩短残

音时间功能；竹材比木材更坚硬密

实更耐用，抗压抗弯强度更高。

朱周云说，早些年永祥有

人曾经办过一家麻将

席的加工厂，但

没撑几年就关张

了 。 记 者

了解到，永祥竹农一直没有对毛竹

进行多种途径深加工，竹材加工销售

途径单一，与现在的竹制品市场脱

节，这是滞销的主要原因。

挖掘“绿色黄金”潜力
学安吉，吃喝穿用玩

如何将永祥万亩“绿色黄金”

的潜力挖掘出来？当地竹农已经

意识到，必须在深加工方面有所拓

宽，在销售手段上有所创新。近些

年，永祥有些竹农开始外出考察毛

竹的深加工方式，为永祥竹材谋出

路，平田村村委会主任张桂军就是

其中之一。

“万亩竹海为永祥带来了良好

的生态效益，但如何让其产生更好

的经济效益，是竹乡农民最期待也

最急盼解决的课题。”张桂军说，在

全国闻名的竹乡安吉，竹子已经历

了从卖原竹到用全竹、从物理利用

到生化利用、从单纯加工到链式经

营的跨越，渗透到吃、喝、穿、用、玩

各层面，生产的竹产品涉及板材、

编织、工艺品、医药食品、生物制

品、竹工机械等方面。如浅层次加

工的是竹筷、竹家具、竹木地板、竹

工艺品、竹炭等，深层次加工则通

过生物化学技术，从毛竹中提取竹

醋液、叶黄酮、竹油、竹纤维等，还

推出了竹饮料。产品已从过去单

一的竹类加工，发展到一条完整的

竹产业链。

“永祥 2 万多亩竹海，原材料

可谓是取之不尽，最紧缺的是深加

工的技术和资金。”采访结束时，永

祥竹农希望借本报发出“英雄帖”，

希望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来永祥“淘

金”，让毛竹不再腐烂山头，能够物

尽其用。

永祥竹海永祥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