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阜阳市阜合产业园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在对风力发电传动链主轴部件进

行安装作业。 近年来，阜阳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围绕新能源产业等新兴

领域，建设了一批绿色、精益、数字化的工厂，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企业提质增效。 通讯员肖本祥 摄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加快

“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

年，“以竹代塑”产业体系初步建立，与2022年

相比，“以竹代塑”主要产品综合附加值提高

20%以上，竹材综合利用率提高20个百分点，

让人们对“以竹代塑”有了更多期待。

代替塑料的为什么是竹材？“以竹代塑”离

我们还有多远？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治理白色污染的好“竹”意

随着白色污染日益成为威胁全球环境的

突出问题，寻找更合适的塑料替代材料成为紧

迫课题。

作为生物降解材料的一员，竹材固碳能力

突出，生长速度快，是理想的绿色可持续材

料。专家测算，若全球每年使用1亿吨竹子替

代聚氯乙烯产品，预计将减少约6亿吨二氧化

碳排放。

国际竹藤中心研究员王戈介绍，中国竹资

源丰富，共拥有竹类植物857种，2021年竹林

面积达756.27万公顷。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竹

加工企业1万多家，竹产业产值从2010年的

820亿元增至2022年的4153亿元，年均增长

30%以上。

去年11月，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共同

发起“以竹代塑”倡议，让这一基于自然的减塑

方案得到更多关注，竹资源的自然禀赋在各地

加快转化为生活改善动能和产业发展动力。

延伸到工业领域，可降解的代塑竹产品寿

命大大增加。记者在江西一家地板生产车间

里看到，一根根原竹经过20多道流程后，变成

了一块块光滑的重组竹地板。“相较于不到5年

就会老化的木塑地板，可完全降解的重组竹地

板使用寿命长达25年。”公司负责人介绍。

在江苏，一种竹格淋水填料被用于近千家

火力发电厂冷却塔；在浙江，一家公司研发的

竹缠绕复合管在给排水工程领域已实现产业

化应用……从日用品到工业生产，再到建筑建

材，“以竹代塑”产品使用场景覆盖从民用到工

业的多个领域。

“竹”梦路上仍面临挑战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以竹代塑”在减少塑

料污染方面具备竞争优势，但囿于采收成本、

技术设备、市场接纳度等因素，产业加速发展

仍面临挑战。

——采收成本高。“以一吨毛竹为例，砍

伐、装车、运输等环节的人工成本将近450元，

而平均市场价格只有不到600元。”江西省资溪

县竹产业协会会长邓丰鹤说，目前大部分竹材

只能通过人工采收的方式进行，设法降低人力

消耗、扩大利润空间，会对从业人员的生产积

极性带来有利影响。

——技术设备受限。王戈认为，当前竹产

业的规模效益较差，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要竹产

品加工自动化水平低的影响。江西省一家竹

企负责人坦言，虽然国内竹资源丰富，竹产业

在近些年也得到较快发展，但不少生产车间仍

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生产线还无法实现自动化

流水线生产，预计企业设备的更新换代还需要

一段时间。

——市场接纳度低。相较于售价较高的

“以竹代塑”产品，不少受访消费者表示还是倾

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塑料制品。如何实现从

“便宜、能用就好”到“用得好还要更环保”的转

变，将绿色环保理念充分转化为实际行动，也

将影响竹制品消费市场的深度开发。

多举措推动“以竹代塑”发展

11月7日，中国政府与国际竹藤组织联合

发布“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2023—2030），

在“以竹代塑”倡议基础上呼吁各国在发展战

略和规划中纳入“以竹代塑”元素，进一步明确

了产业发展目标。

多位专家认为，在“以竹代塑”产业发展的

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完善资金补贴体系，着力

推动竹林基地提升质效，改造低产低效竹林，

从而提高产能，降低原料成本。王戈等建议加

强规划设计，科学引导产业集群建设，以优势

企业带动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提升产业

链协同能力。

针对技术困局，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

黄慧建议继续加强科研院校与竹企业、林农的对

接力度，让科研成果在产业实际中得到展示应

用。“只有通过技术革新让产品的生产效率提上

去，成本才能降下来，市场占有率才能提高。”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少不了消费者

的支持。江西双枪竹木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朝

斌认为，大众环保消费理念的转变仍然任重道

远，但消费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产品品质的

要求，将有力带动消费升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张

炜表示，希望以“以竹代塑”倡议为契机，多措并

举，切实提高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水平，加大市

场推广力度，推动我国竹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

好态势。 （新华社记者 陈柱佐 刘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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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 吴雨）中

国人民银行13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

10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20.49万亿元，同

比多增1.68万亿元。10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7384亿元，同比多增1058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10月末，我国人

民币贷款余额 235.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0.3

个百分点。分部门看，10月份，我国住户贷款

减少346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163

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828亿元；票据融

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也有所增加。

从货币供应看，10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

余额288.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与上

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余额67.47万亿元，同比增长1.9%，增速分

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3.9个百分点。

另外，前10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23.13

万亿元，同比多增5575亿元。10月份，人民币

存款增加6446亿元，同比多增8312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10月末，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74.17万亿元，同比

增长9.3%；前10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

为31.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3万亿元。

前10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20.49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 徐

壮）记者13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文

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

划（2023—2025年）》。计划提出，到

2025年，国内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合理

增长、品质进一步提升。国内旅游宣传

推广效果更加明显，优质旅游供给更加

丰富，游客消费体验得到有效改善、满

意度进一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效能持

续提升，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旅游

市场综合监管机制更加健全，现代治理

能力进一步增强，国内旅游市场对促进

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

围绕加强国内旅游宣传推广、丰富

优质旅游供给、改善旅游消费体验、提

升公共服务效能、支持经营主体转型升

级、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旅游市场

服务质量、加强市场综合监管、实施“信

用+”工程等9个方面，计划提出30项

主要任务。

计划要求，创新旅游产品体系，针

对不同群体需求，推出更多满足市场需

要、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开

发体验性、互动性强的旅游项目，着力推

动研学、银发、冰雪、海洋、邮轮、探险、观

星、避暑避寒、城市漫步等旅游新产品。

此外，计划提出支持各地加大旅游

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中

心（咨询中心）、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公

共服务信息平台、旅游厕所等旅游公共

服务设施。加强旅游惠民便民服务，大

力推动博物馆等文博场馆数字化发展，

加快线上线下服务融合。

《《国内旅游提升计划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3——20252025年年）》）》印发印发

11月13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十大新兴产业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笔者从会上获悉，今年1月至9

月，全省家电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389.1亿元、同比增

长5.1%，居全国第五。安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家电

产业基地之一。

智能家电（居）产业是我省十大新兴产业之一，我

省聚焦智能家电（居）产业“提质扩量增效”目标，全力

推动传统家电向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智慧家庭方向

迈进。2022年，全省家电“四大件”产量达8896.2万

台，居全国第二。其中，冰箱产量居全国第一；洗衣

机、空调产量均居全国第二；彩电产量居全国第五。

全国每三台冰箱、每四台洗衣机、每五台空调就有一

台“安徽造”。

近年来，我省智能家电（居）产业招引路径日渐清

晰，编制了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双招双引、对外招

引、小家电“一链一策”等实施方案，组建108亿元产业

母子基金群，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做强存量、做大增

量。2022年新增亿元以上项目321个，飞利浦智能空

调、格力智能产业园、创维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落

地。依托龙头企业、专业化机构、基金等带动近百个优

秀人才团队、逾千名专业人才落户安徽，招才引智有力

有效。

智能家电（居）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在合肥、芜湖和

滁州“一体两翼”的主体基础上，我省延伸推动马鞍山、

六安、蚌埠、阜阳、宣城、宿州等地多点开花，形成优势

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全省锚定“高端、智能、绿

色”发展目标，进一步巩固“10+1000”的“龙头+配套”

产业体系，实现研发、设计、制造、检测、物流等高度融

合的智能家电（居）产业集群和完善的行业规范及售后

服务体系。

提升数智水平方面，我省持续推动消费升级、技术

升级、模式升级，引导企业积极应用“5G+工业互联网”

推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合肥美的洗衣机、海尔

合肥工厂入选全球“灯塔工厂”。截至目前，全省家电

行业拥有国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1家，国家、省级工

业设计中心21家，国家、省级智能工厂13家。

下一步，我省将推动“大家电做强、小家电做活、智

能家居做大、配套产品做优”，奋力打造极具国际影响

力的智能家电（居）产业集群，实现智能家电（居）产业

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25年，“四大件”年产量保持全

国领先，产业配套率达到70%以上，主要家电能效水

平提升10%，形成产业布局趋于完善、创新能力显著

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构建的世界级智能家电

（居）产业集群。 （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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