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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收的季节，思茅区倚象镇石膏箐村万亩甜龙竹笋
喜迎丰收。静谧的大山变得喧闹起来，笋农们忙着寻笋、
采笋，将一筐筐承载着丰收喜悦的甜龙竹鲜笋从竹林中背
出。

“思茅区现种植甜龙竹 4.2624 万亩，2024 年底总产
量将超过 1.75 万吨，年销售额将达 1.96 亿元，种植规模、
产量、产值均居全市第一。”近日，思茅区政府副区长叶园
的致辞拉开了思茅区首届甜龙竹笋丰收旅游季的帷幕。

被誉为“普洱甜龙竹笋第一村”的石膏箐村是思茅区
首届甜龙竹笋丰收旅游季的主会场，来自思茅区多个乡

（镇）的种笋、挖笋、剥笋的行家里手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代表等欢聚一堂，共庆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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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38厘米，重量 2.92公斤，
综合得分最高。恭喜石膏箐村选
送的 9-1编号的甜龙竹笋获得笋王
争霸赛‘笋王’称号。”在思茅区首
届甜龙竹笋丰收旅游季的笋王争
霸赛中，石膏箐村选送的甜龙竹笋
凭借在个头、色泽、口感等方面的
综合优势，从 45棵参赛笋中脱颖而
出，夺得“笋王”桂冠。

“我们村种植甜龙竹近 12年，
甜龙竹产业已成为村里的支柱产

业，种植面积达 10038 亩，种植户
380 户。这次获得‘笋王’称号不
仅证明了我们的实力，也能让更多
人了解我们的鲜笋品质。”石膏箐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亚林
捧着奖牌由衷感慨。

倚象镇石膏箐村是思茅区有
名的甜笋村，摘得“笋王”的称号可
谓实至名归。多年来，石膏箐村深
耕竹产业，成立了多个竹笋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逐步形成种植、加

工、销售产业链，并打造了甜龙竹
种植示范园和科普小镇，带领村民
走上标准化、科学化的绿色发展之
路。

思茅区首届甜龙竹笋丰收旅
游季主会场选在石膏箐村，正是希
望通过展示石膏箐村甜龙竹产业
蓬勃发展态势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让更多村民提振发展甜龙竹笋特
色产业的信心，一起走上富“竹”之
路。

“按照思茅区委、区政府大力
推进竹产业的发展部署，倚象镇把
提升甜龙竹产业发展水平作为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一个重
要着力点，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化农
业产业体系有机结合，深入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拓展村民收入来源。”倚象镇党委
委员、人大主席李志成说。

以“笋香竹韵 振兴乡村”为主
题的思茅区首届甜龙竹笋丰收旅
游季除了备受瞩目的笋王争霸赛，
还开展了“笋间寻踪”趣野挖笋、竞
速剥笋、“势如破竹”等精彩纷呈的
活动，让辛苦忙碌了一年的笋农乐
在其中，享受美好“笋”间。

在竞速剥笋环节中，20 名剥
笋能手同台竞技。“3、2、1……开
始！”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剥笋
能手”们争分夺秒、刀起壳落，动作
干净利落，不到 1 分钟的时间，桌
前的竹笋便剥出了鲜嫩的笋肉。
来自倚象镇菠萝村的参赛选手杨

永辉，以 27.26 秒的领先优势获得
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了大家公认的

“剥笋手速王”。
“我家种了 40余亩甜龙竹，今

年有 400 多株甜龙竹迎来首次丰
收，卖鲜笋收入 4万多元。这次参
加活动，也是来观摩学习，没想到
不仅‘取了经’还得了奖，心里很高
兴。”杨永辉认为此次活动举办得
很有意义，能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
甜龙竹笋，带动甜龙竹产业的发
展。

活动现场，除了“种笋达人”
“剥笋能手”等专业选手参与的比

赛项目，还有“笋间寻踪”趣野挖
笋、“竹”够有趣DIY制作等体验项
目，吸引了思茅城区的居民及周边
的游客沉浸其中。在竹林里寻笋
挖笋体会笋农的辛苦劳作、在做风
铃中体验手工 DIY 的乐趣……大
家尽情体验充满乐趣的农耕文化，
感受“竹韵生香”。

带着家人一起来体验挖笋乐
趣的游客周萍，是第一次接触甜龙
竹笋。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她和
家人挖了 20公斤满满一箩筐的甜
龙竹笋。“这次来不仅品尝到了可
以生吃的水果笋，还收获了一箩筐

新鲜的甜龙竹笋。”第一次来石膏
箐村的周萍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喜
悦的笑容。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吸引更
多的游客来到思茅区，来到倚象
镇，来到石膏箐村，感受这里的自
然之美、人文之韵和乡村之趣，了
解当地的农耕文化和民俗风情，进
而推动思茅区农文旅融合发展，促
进乡村振兴。”作为此次活动的承
办方，倚象镇党委书记魏鹤再次表
明了举办活动的初衷。

举办首届甜龙竹笋丰收旅游
季，是思茅区延伸打造“甜龙竹+旅
游”产业链的有益尝试，也是布局

“竹基地提质增效、竹加工强链补
链、竹旅游提升打造”三产融合发
展的有力举措。借此活动契机，思
茅区邀请了竹产业方面的专家、学
者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召开
招商研讨交流会，共绘竹蓝图、共
谋竹发展，将“最强大脑”的创新成
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要持续深化与林业类科研院
校合作，通过建立专家工作站等方
式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要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精深加工
企业的招引力度”……在思茅区首
届甜龙竹笋丰收旅游季招商研讨
交流会上，来自科研院校的专家学

者纷纷为思茅区甜龙竹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教
授、中国竹产业协会常务理事、思
茅区甜龙竹产业发展顾问杨宇明
与思茅甜龙竹打了 10 多年交道，
他十分看好思茅区甜龙竹产业的
发展前景。“思茅区内联外通的区
位优势和绿水青山的资源优势突
出，有丰富的竹类种质资源和底蕴
厚重的竹文化，还有党委、政府的
政策支持，打造甜龙竹产业可谓天
时地利人和。”杨宇明说，“竹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仅靠优质的种苗是
不够的，攻克竹笋活体保鲜技术难
关，在加工、储运过程中保持住鲜
笋的甜味是最重要的市场卖点。
同时，在三产上，要引进懂营销、善

宣传的团队，改进包装设计，多渠
道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
面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思茅甜龙
竹特色品牌。”

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
王曙光则围绕“甜龙竹栽培与利
用”这一主题，从甜龙竹的产业现
状、生长特点、市场需求等方面，深
入浅出地分析甜龙竹的管理要点。
他认为，思茅区的甜龙竹产业要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赋能做好
精深加工文章，搭建一个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平台，将科研机构的最新
研究成果与甜龙竹产业的实际需
求紧密对接，实现科研成果的转
化。

“前期，我们科研团队在甜龙
竹良种选育和扩繁技术上做了大

量研究工作，授权了‘一种甜龙竹
主枝快速扦插育苗的方法’等国家
发明专利，对育好‘一根竹’信心十
足。目前，我们重点开展甜龙竹笋
采后绿色活体保鲜及精深加工利
用研究与示范，正在联合科技创新
型企业开发冻干笋产品，让‘一棵
笋’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云南省
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林产工业研究
所所长赵一鹤围绕“甜龙竹栽培与
利用”进行发言。

“丰”光无限，乐在“竹”里。思
茅区首届甜龙竹笋丰收旅游季既
是一场赏丰收、品丰收、庆丰收的
金色盛宴，也是一场共谋划、齐发
力、促发展的头脑风暴，小小竹笋
撑起亿元大产业，点亮乡村振兴

“大舞台”。

万亩竹海飘香  唱响丰收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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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脑”齐聚  共绘富“竹”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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