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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水”已近 何时“竹为邻”

“清化竹器”和博爱竹林自古唇

齿相依。博爱县首届竹编大赛于

8

月

17

日落幕 ，大赛主题虽为 “编

织 ‘清化竹器 ’ 成就辉煌明天 ”，

其目的却不仅仅在于宣传竹器 、

传承竹艺。

有关博爱县域多竹子的说法可

追溯至两千多年前， 博爱竹林是黄

河流域仅有的古竹园遗存， 当地也

是我国乃至北半球竹子成林分布的

最北界。

2007

年秋，博爱县月山镇皂

角树村南竹林里，被发现有“竹林七

贤遗址碑”，为竹林七贤曾经在博爱

竹林活动提供了证据。

博爱县林业局竹林保护站站长

张玲介绍，该县现有竹林面积约

1.2

万亩，集中在许良镇、月山镇和磨头

镇三地，这

3

个镇子也是竹农竹匠、

竹货、竹木市场的集中地。 许良镇竹

木市场的一名经营者毕长明告诉记

者说：“虽然博爱县目前仍是中国北

方最大的竹木集散地， 但市场内的

竹木多从南方批来 ， 本地竹木很

少。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博爱

竹林开始出现长势衰退、产量降低、

面积减少等状况， 目前较好的竹林

面积仅存

3000

余亩。 博爱县林业局

调研查找原因，缺水首当其冲。 竹子

喜水，竹区曾经“家家门前水”，浇灌

方便，才得以“户户竹为邻”，而今地

下水位下降，丹河水供应不足，竹区

河渠大多干涸淤塞。 缺水导致落叶

腐烂缓慢、 养分供应不足、 长势衰

退、竹叶减少、养分更少、长势更弱，

因此恶性循环。

近年， 竹器的替代品如塑料日

用品明显增多， 交通条件的改善降

低了南方竹子北上的成本， 导致本

地的竹子价格一直维持在每公斤

0.15

元至

0.2

元。磨头镇胭粉庄村的

竹农宋虎感叹，“曾经有 ‘一亩园抵

十亩田’的说法，现在一亩竹园难抵

十亩农田啊。 要不是看在祖上留下

的产业，哎……”

缺水、 竹子便宜、 养林机制不

畅，再加上环境问题等原因，古竹林

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

2001

年起， 博爱县开始实施抢

救竹林工程，专门成立竹林保护站。

2005

年， 该县林业局引入自动喷灌

设施浇灌“干渴”的部分竹林。

2009

年，博爱县委书记葛探宇提出，要打

破单纯以竹养林的局面， 鼓励发展

林下养殖等生态经济， 既要追求经

济效益， 也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 随之，一系列优惠养林政策出

台，目的只有一个：挽救日益荒芜的

竹林。

目前， 该县竹区水系建设工程

已启动， 河道修复疏浚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 完工后，竹区

80%

以上的

竹林有望得到充沛的地表水灌溉 ，

“家家门前水”的“小江南”景观也有

望再现。

博爱县首届竹编大赛落幕了 ，

而竹林保护工作还任重道远。 博爱

县林业局局长焦保国坦言， 开展竹

编大赛更深层次的考虑是想以竹

器、 竹艺的发展来反促竹林保护工

作， 以使竹器、 竹艺和竹林互为促

进，构造协调发展、有着健康生态的

博爱竹产业。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田建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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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山镇苏寨村一处竹林被杂草淹没。 月山镇候山村竹林中一枝干枯的竹子。

在自动喷灌设施的帮助下， 曾经荒芜的月山镇七方村部分竹林开始长出新

竹。

博爱县竹区水系的清淤现场。 当地政府试图通过该

工程恢复竹林的地表水灌溉。

月山镇七方村村民在竹林中饲养土鸡并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鸡可以吃竹林里的杂草，鸡粪是很好的肥料，土鸡

价格昂贵，这种林下养殖方式可以得到良好的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是解决竹林出路的方法之一。

许良镇的老竹匠朱长春正在制作竹花架，他说

“清化竹器”逐渐被廉价的塑料日用品所取代，竹器

市场日益缩小。

许良镇竹木市场的经营者正在拗直刚从南方批

发来的竹子。 南方廉价竹子对当地本土竹市场的冲

击不小。

借今年博爱县首届竹编大赛之机，本报记者走进曾经的

竹器和竹林之乡进行探访，在《焦作日报》报道了大赛赛事、

并策划了以《竹器名远扬，竹艺唤传承》为题的视觉新闻，本

期报道再以另一角度向读者介绍博爱竹林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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