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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 叶 带 富 一 方 百 姓
—— 湖 北 恩 施 推 进 箬 叶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一片绿叶成就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除茶叶外还

有一片让群众致富的“金叶子”——箬叶。

箬叶即箬竹的叶子，其叶片宽大，既可以

包装、点缀食材，也可以入药。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恩施州箬叶产业经过 30 年发展，已成

为当地的亿元产业，带动了 7 万余群众增收

致富。

恩施州的箬叶产业发展情况如何？这个

亿元产业 30 余年来经历了什么？未来的发展

“钱”景又如何？去年底至今年初，记者深入恩

施州多个箬叶生产基地，对这一生态产业的发

展进行了探访。

小叶子连乡愁

过端午节，粽子必不可少。一把糯香米，

两片箬叶青，几根细绳轻轻绕⋯⋯经过煮沸，

带着浓浓箬叶香的粽子就出锅了。每年端午

节前半个月，恩施家家户户就开始采摘或购买

箬叶包粽子。

“在国外工作了 10 余年，每年端午节都

要包粽子。闻着浓浓的粽叶香，仿佛一下子

回到了老家。”端午节包粽子，是在国外工作

的恩施人辛晓辉雷打不动的习惯。在美国的

超市里，端午节前后都会有来自中国的箬叶

上架。

小小一片叶子，一端连着乡愁，一端连着

箬农。

“冬季，我和老伴一边在车间干活，一边在

基地种植箬叶，两份收入都不错。”1 月 2 日，湖

北省恩施州鹤峰县五里乡紫荆村三组村民王

玉梅一边跟记者聊天，一边娴熟地分拣着箬

叶 。 今 年 63 岁 的 王 玉 梅 干 起 活 来 不 输 年

轻人。

在这个户籍人口 21 万余人的县城里，有

3 万余个“王玉梅”吃着“箬叶饭”，农民年均纯

收入达 1 万元以上。

位于武陵山腹地的鹤峰县是全国最大的

箬叶产区，出产的箬叶叶面宽阔、柔韧性强、天

然含硒、气味清香，有“中国箬叶之乡”的美

称。该县野生箬叶资源面积达 84 万亩，可采

摘 面 积 30 万 亩 ，年 产 量 达 2 万 吨 ，产 值 达

5 亿元。

在 1993 年之前，箬叶还是长在恩施深山

无人问津的野叶子。当年，鹤峰林场职工杨年

华得知野生的箬叶在湖南、广东等地很受欢

迎，但“市场缺叶子，村民缺买家。”杨年华决心

要把这两头的空缺给衔接上。于是，他成立了

家庭作坊，成为该县最先从事箬叶采收并坚持

到现在的箬叶产业能人之一。

“那时候交通不便，外出要么步行，要么坐

卧铺客车。去省外跑业务，经常一坐车就是几

十个小时，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当年的辛苦

杨年华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随着市场逐渐

打开，生意也越来越好，现在已经开了 3 家箬

叶加工厂。

近年来，杨年华加工的野生速冻箬叶出口

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他还在天津、广东、

浙江等地建起了专卖店，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产

品销售。

小企业促增收

随着箬叶的名气越来越大，“钱”景也越来

越好，恩施大地上的箬叶加工厂、合作社如雨

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大自然的馈赠开始惠及

越来越多恩施人。

统计显示，早在 2022 年，鹤峰县就已有箬

叶企业、加工厂、专业合作社 48 家，其中规上

箬叶企业 10 家，实现税收收入 144.38 万元，实

现产业产值近 5 亿元，外贸出口 1000 万美元。

箬叶产业在恩施其他县市也蓬勃发展。

目前，宣恩县有野生箬叶面积 30 万亩左右、种

植基地 2 万亩左右，合作社 12 家，加工企业

2 家，年产值 4000 多万元。

“从最初冒险进深山采摘野生箬叶，到现

在发展箬叶生产基地，每一步都走得艰辛却很

踏实。”宣恩县晓关侗族乡腾辉箬叶公司负责

人黄凤芝说，靠着这一片片叶子，她用 16 年时

间创出了一个年产值 2000 余万元的企业，带

动箬叶产区易地搬迁群众及周边 1000 余农户

稳定增收。

咸丰县忠堡镇铁厂溪村拥有面积达 7000

多亩的野生箬叶资源，是该县野生箬叶面积最

大的村。该村返乡创业能人杨志敏在野生箬

叶群落旁开办箬叶加工厂，漫山遍野的野生箬

叶经加工后销往外地，年产值 66 万元，带动了

200 余人就业增收。

小产业锻链条

作为恩施的富民产业，如何提升箬叶的附

加值？恩施的箬叶公司一直在摸索前进。

取两片箬叶，将其卷成圆锥形，再放入糯

米，将箬叶顶部卷下，迅速用线捆扎实，半分钟

不到，一个羊角粽就包好了。1 月 15 日，在鹤

峰工业园区楚杏堂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们熟练

地包着羊角粽，赶制线上订单，做好节日市场

的年货供应。

“春节临近，订单量有所上升。现在月销

量 2 万公斤，箬叶日消耗量近万张。”楚杏堂食

品有限公司行政主管涂先敏说。

楚杏堂食品有限公司是鹤峰引进的首家

粽子生产企业，拥有恩施州内最大、设备最先

进的粽子生产线。公司一期生产线于 2023 年

4 月份投产，截至目前，销售额已达 3000 万元。

除了传统的粽子，近年来随着“有机茶叶”

与“箬叶”这两片叶子的品牌越来越响，鹤峰县

开创性地将两者有机融合，推出好看又好喝的

“粽茶”，其外形小巧，味道清香，取食方便，成

功“出圈”成为消费者的“新宠”，年产值近千

万元。

在鹤峰县太平镇三岔口村梓晨林业专业

合作社的粽茶加工厂内，工人正忙着包“粽

茶”。这种既有箬叶香、又有茶香的“粽茶”，以

茶为馅料，用箬叶包制而成，独具创意。

合作社负责人张应钊说，“粽茶”的茶叶取

材于深山之中的百年古树茶，在传统茶叶制作

工艺基础上推陈出新，以荒野茶为“馅料”，用

传统包粽子的方法制作而成，共需经过 46 道

工序，仅最后一道提香工序就需要 130 小时

左右。

种植、采摘、加工、生产、销售，而今这片曾

经名不见经传的野叶子已成长为一条箬叶产

业链、农民致富链。

“我们正在申报鹤峰箬叶地理标志商标，

进 一 步 提 升 市 场 影 响 力 和 竞 争 力 ，力 争 到

2025 年，箬叶综合产值达到 10 亿元以上。”鹤

峰县委书记彭元洪表示，下一步，恩施州还将

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开发箬叶深加工产

品，进一步做大做强这一特色产业。

经营好城市的

﹃
金角银边

﹄

孙潜彤

钢筋水泥建筑的高

密度城市，怎样留白增

绿？像口袋一样小而方

便的“口袋公园”应运

而生，让城市人歇歇脚

松口气，转角遇见美。

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

至 11 月 ， 全 国 开 工 建

设 3980 个 “ 口 袋 公

园”，而辽宁一省就新

建 1300 个 ， 新 增 数 量

连续 3 年居全国之首。

辽宁“见缝插绿”的诚

意难能可贵。

寸土寸金的城市中

心区，已把太多的空间

留给了高楼大厦，剩下

为数不多的腾挪地儿基

本 靠 改 造 挖 潜 。 广 建

“口袋公园”，对局部细

处土地出让金的“断舍

离”，即是对居民“小

确 幸 ” 的 “ 托 高 举 ”。

不要小看“巴掌大”的

休 闲 空 间 ， 将 观 赏 游

憩、健身娱乐、邻里社

交融为一体的“口袋公

园”，不仅具有平衡城

市发展、调节建筑密度

与美化净化小微环境等

作用，从长远看，亦可

增强城市抵御与减缓自

然灾害能力。“口袋公

园”星罗棋布，可谓现

代城市从高速发展向高

质量发展转型的标志性符号。

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口袋公园”装的是居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打造城市的“金角银边”，螺蛳壳里做道

场，并不容易。用活碎小空间，避免千篇一律，考验城

市更新智慧。比如，选址优选较大公园服务半径覆盖

不足的区域，用地考虑闲置边角、废弃厂房、拆违腾退

等，功能兼顾老少咸宜，这是建设市民友好型城市的

需要。

“口袋”里可以插花，但不应成“花瓶”。不少

“口袋公园”只顾颜值，铺满草坪花坛，却只可远观无

可立足，缺少实用功能。除了休闲娱乐健身，“口袋公

园”建设还可具体些，添置座椅、照明、遮阳避雨、

公厕乃至共享驿站等配套服务设施，借此补齐公共设

施短板。让市民就近享受里子，城市才更有面子。

怎样精准兜住居民幸福的口袋？两个字——听

劝。“善治”离不开“共治”支撑。每一座“口袋公

园”设计不妨倾听附近百姓的需求、意见。比如，在

城市转角处，唤醒具有历史文化记忆的土地，一步一

风景，一园一特色。再如，探索推行园长制、志愿服

务等管理模式，吸引周边单位和个人参与共建共享共

管。只有群策群力来点睛，方能收获长久点赞。

这两天，在山东菏泽市巨野县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园内，山东乾元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工

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该公司总经理黄启广告

诉记者，该项目于去年 2 月份签约，当月开工建

设，当年就实现了达产投效。现在，他们正跟吉

林大学建立战略合作，有望在 Micro—LED 芯片

的制备及其光电特性模型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

长期以来，巨野县对煤炭相关产业依赖性较

强，其在全县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一度超四成。

近年来，巨野县瞄准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

新装备、现代商贸物流、新一代信息技术五大主

导产业集群，积极释放“后发优势”，一大批“专精

特新”企业迅速崛起。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全县

煤相关产业占全县工业增加值比重降至 30%以

下。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装备、现代商

贸物流、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当地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增长点。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地区发展的支撑作

用越发明显，我们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实

现‘弯道超车’的首选项目。力争 3 年内，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50 亿元，上下游企业达

到 20 家以上，着力打造山东省内一流的新兴产

业集聚区、示范区。”巨野县委书记冯艳丽说。

依托“麟州智库”专家技术优势，巨野县规划

建设了占地面积 800 亩、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锚定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进行招商布局，使入驻园区企业互为上下游、

形 成 产 业 链 ，形 成 百 亿 元 级 信 息 技 术 产 业 集

聚区。

在巨野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山东智华新材料

有限公司非金属光缆加强芯项目建设现场一派

繁忙。据了解，巨野县新引进的这一项目总投资

6.8 亿元，新上非金属光缆加强芯生产设备及辅

助设备 220 余台（套），产品主要应用于 5G、6G 信

息传输。

巨野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定位于“智能化创新

引领示范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通过优

化提升一批传统产业、引进集聚一批新兴产业，

构建以“电子信息、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智

能特种装备”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产业体系，推动

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实现人工智能、工业物

联网与工业 4.0 深度融合，将产业园打造成全省

高端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据了解，入驻巨野县智能制造产业园的项目

大都在行业内拥有几十项发明专利和顶尖的核

心技术。投资 10 亿元建设年产 20 万台（套）智能

电网、新能源 5G+输配电成套智能开关（柜）及智

能电力电器配件项目的天津天能电气有限公司，

拥有两个研发中心，拥有各类专利授权 130 项，

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园区内正在试生产的西格玛液压悬架总成

项目，主要生产与特种车辆配套的液压悬架总

成，项目达产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液压悬架总成

生产基地，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6 亿元，利税 1.2

亿元。

去年以来，巨野县瞄准“五大产业”开展精准

招商，在一线城市设立离岸招商中心 5 处，聘任

招商大使 15 人，签约过亿元项目 137 个，落地过

亿元项目 82 个，其中过 10 亿元项目 5 个，产业集

群项目 2 个。

﹃
第一书记代言

﹄
促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马洪超

黑木耳、甜玉米、土鸡蛋、蒲

公英茶、蜂蜜、山野菜⋯⋯这几

天，吉林省长春市国际会展中心

7 号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农产品

年货大集活动，吉林省直部门（单

位）和长春市的 256 名驻村第一

书记纷纷登台代言，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选购。

“请看看我们的玉米面和玉

米碴，都是传统的玉米香味，口感

棒棒的。”年货大集的一个摊位

里，长春市农安县巴吉垒镇双榆

树村驻村第一书记高海滨正热情

地招呼人们选购。2023 年 8 月，

高海滨来到所在单位长春市城市

发展投资控股集团对口帮扶的双

榆树村，接替同事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此前，公司捐赠 40 万元，

帮助双榆树村建起了玉米加工

厂。任职半年间，高海滨先后参

加了长春农博会等多个展会，积

极代言推介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生产的玉米产品，销路逐渐打开。

高海滨说，双榆树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共吸纳带动群众 150

余人，2022 年合作社每公顷玉米

种 植 为 合 作 社 社 员 分 红 1.95 万

元，2023 年突破 2 万元。

吉林省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

长冀广起告诉记者，“第一书记代

言”是发端于脱贫攻坚一线的举措，当时旨在

破解有的村庄“有资源没产业、有产业没产品、

有产品没品牌、有品牌没市场”的问题。实践

证明，此举可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有助于

提高党组织的影响力。截至目前，全省“第一

书记代言”产品已达 1557 个，2023 年销售额超

过 9000 万元，累计销售代言产品

超过 7 亿元。

在年货大集现场，长春市民

王爱国正在一个摊位前选购木

耳。他说，“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有人发消息，说驻村第一书记来

推介村里优质农产品，就特意过

来看看，结果一买就收不住了，有

山野菜、小米、蜂蜜⋯⋯都是绿色

食品。快过春节了，买点有特色

的 东 西 和 家 人 一 起 吃 ，很 有

意 义”。

此次“第一书记代言”农产品

年货大集活动，除了在长春市国

际会展中心设展，吉林省各市、县

驻村第一书记协会也将根据总体

部署安排，自行确定大集时间和

地点，而且在线上电商渠道同步

组织第一书记进行直播带货。长

春市驻村第一书记协会会长李东

波介绍，经过几年的发展，协会已

建立起信息共享、渠道共用、品牌

共建的运行机制，组织全市 260

名第一书记，依托组织优势，发展

产业、打造品牌、开拓市场。特别

是协会紧紧抓住举办各种活动的

有利契机，组织“第一书记代言”

走进长春农博会、食博会、雪博会

等大型活动，销售乡村农产品总

额突破 2.8 亿元。

“能有机会把好的产品展现在消费者面

前，我们特别高兴。”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大泉

眼村第一书记宗明会说，驻村工作开展以来，

除了通过代言村里的大米带动群众增收，他们

还扶持了养猪、养牛、养马大户 20 余户，棚膜

大户 10 户，村民增收之路越走越宽广。

□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本版编辑 祝 伟 韦佳玥 美 编 高 妍

2 月 1 日 ，

在广东清远连山

至广西贺州高速

公路 （广西段）

公罗口特大桥项

目建设现场，梁

板架设施工作业

正加紧进行。该

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广西高

速公路网络，促

进区域间交通互

联互通。

黎豪图摄

（中经视觉）

山东菏泽市巨野县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从一煤独大到五花竞放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恩施州宣恩县巴蕊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在制作粽子。 陈绪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