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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根竹子，在竹编手艺人的巧手中，被编织成
精美的竹编产品，随后装箱出口到世界各地。在“竹
器之乡”信宜市怀乡镇，竹编技艺拥有悠久的历史，
通过不断创新，不仅拓宽了产业发展道路，还为“百
千万工程”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当地村民“编织”出了
美好生活。

竹编文化传承逾百年

信宜被誉为“竹编之乡”，竹林种植面积保有量
超 20万亩。这里的丛丛翠竹既是怡人景观，也是信
宜竹编的原材料宝库。信宜竹器编织工艺拥有逾百
年历史，起初竹编手艺人主要使用单竹和毛竹编制
日用器具，后来逐渐引入藤条等材料，使竹编产品在
实用性和观赏性上都得到了提升。经过长期发展，
信宜竹编形成了独特的编织技艺和丰富的产品种
类。2013年，“信宜竹编”被列入广东省第五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走进被誉为“竹器之乡”的怀乡镇，可以见到一
位位竹编手艺人专注编织的忙碌身影。怀乡镇是信
宜市竹器编织业发展最早的乡镇，20世纪50和60年
代便生产和出口竹器产品，竹器编织品种广、覆盖面
大。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是竹编行业鼎盛时期，几
乎家家户户都参与编织竹器。每逢墟日，墟市上便
会堆满竹器，交易场面热闹非凡。当地的竹编文化
流传逾百年，如今，竹编已成为许多村民生活中的一
部分。

竹编技艺助农民增收

怀乡镇竹编手艺人介绍，竹编工艺流程主要包
括砍竹、刨青、割成筒、开篾、编织等，部分工序如开
篾、喷油等可由机器完成，这不仅减轻了工作量，也
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透露，市场需求决定了哪些
竹器更受欢迎。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信宜竹
编不断创新设计和提升工艺，已经发展出成千上万
种产品，如灯笼架、花篮等，这些产品不仅环保实用，
还具有很高的装饰性。“信宜竹编工艺精湛，产品设
计充满想象力！”“信宜的竹器很齐全，而且做得越来
越精致了。”记者走访发现，人们对于信宜竹编评价
甚高，并呼吁要好好保护和传承信宜竹编文化。

竹编手艺代代相传，成为许多怀乡竹编手艺人
养家糊口的技艺。据了解，目前信宜从事竹编工艺
人员逾6万人，其中怀乡人占大部分。“从三四岁的孩
童到八九十岁的长者，都精通竹编工艺。”常年从事
竹器生产的手艺人陈叔自豪地告诉记者。陈叔自幼
学习竹编，在竹编行业深耕了几十年。他表示，竹编
这门手艺不能丢，它为大量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
对于那些无法外出打工的村民来说，通过在家编织
竹器实现就地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生活条
件。

指尖技艺编织大产业
怀乡竹编手艺人编出的竹器，款式新颖，做工考

究，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
批典型镇的怀乡镇，在“百千万工程”助推自身发展
过程中，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竹编，成为了县域高
质量发展的新模板。

在信宜市，竹编产业已成为出口第一大支柱产
业，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在近期举
办的广交会上，信宜的竹编企业展出了近万种竹编
产品。据悉，信宜作为全国最大的竹器编织基地，其

竹编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非洲、中东、日韩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出口约2亿件，产品金额超10亿
元。信宜竹编，这门指尖上的技艺，正在编织着一个
属于信宜的大产业。

■记者许巨滔通讯员王俊泓

本报讯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项目建
设正当时。日前，记者实地探访了包茂
高速柏桥服务区的建设现场，见证了项
目如火如荼的推进态势：横跨服务区的
景观天桥在主体结构竣工后已平稳过渡
到外幕墙安装的关键阶段，西区服务区
主楼也同步迈入了玻璃幕墙安装的环
节 ，项 目 建 设 的“ 进 度 条 ”持 续 加 速 刷
新。作为广东省内首个主打荔枝文化的
特色服务区，柏桥服务区正蓄势待发，将
以高颜值的外观设计和独特的荔枝文化
底蕴迎接八方来客。

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记者来到柏
桥服务区看到，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工程
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几十名工人正在各
个作业区域有序施工，整个施工现场洋
溢着大干快上的浓厚氛围。作为荔枝文
化特色服务区整体造型的点睛之笔，天
桥的设计理念灵感源自“荔枝枝蔓”，巧
妙融入服务区“荔乡水韵，一枝独秀”的
主题之中，将服务区东侧的“荔叶”造型
与西侧的“荔果”造型服务楼完美串联，
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在桥体的
个性化设计中，施工方充分考虑了周围
环境特点，力求实现天桥与周围自然景
观和城市风貌的和谐统一，共同绘就一
幅美丽的画卷。

当前，施工方正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
的决心，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各项
任务稳步前行，在应对复杂技术挑战的同
时，力求圆满达成项目的所有建设目标。
这些挑战涵盖天桥部分外幕墙的独特设计
——单边外扩的弧形结构与向内翻卷的顶
端造型，以及菱形幕墙网格安装的极高精
细度要求等，每一项都是对施工技艺与精
准操作的严峻考验。

全长 547.2 米的景观天桥，整体由 1
号、2 号和 3 号桥共六联构成，不仅连接了
服务区东西两侧的服务楼，还串联起高速
公路两侧的景区、荔林和村庄碧道，形成
了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建成后旅客可
通过天桥步行或骑行，尽情畅游周边景
点，体验荔乡风情。此外，天桥上还设置

了“乡村振兴大舞台”、无人机放飞平台以
及骑行车道等互动休闲场所，桥下则设
置了城市展示橱窗，为旅客提供了更多
元化的休闲体验。值得一提的是，柏桥
服务区景观天桥在广东地区率先实现了
服务区与周边区域的有机联通，成为打
造“交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性服务区
的关键纽带。

“接下来，项目将进一步增加人力与物
力投入，确保在既定的时间节点内，高质
量、高效率地完成服务区的整体建设任
务。”保利长大服务区项目副经理杨玉洁向
记者介绍，当前，西区服务楼主体外立面的
玻璃幕墙安装工作已接近尾声，主体穹顶
结构亦已圆满竣工，眼下正集中力量推进
焊接与涂装作业。而幕墙玻璃的安装作为
关键一环，项目团队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
确保生产安装进度。至于天桥部分，主体
结构已全部完成，当前的重点在于天桥龙
骨的焊接作业，该环节因涉及高速公路的
交通转换而显得尤为重要。项目团队正全
力以赴，力求尽早完成高速公路的交通恢
复工作。

服务区西区主楼的穹顶钢结构安装目
前已顺利完成，即将迎来玻璃穹顶的安装
阶段。鉴于穹顶独特的弧形构造，其结构
复杂、焊接精度要求极高、整体拼装难度
颇大，施工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化整为
零”的策略，利用五根纵向分布的钢圆弧，
将穹顶表面精细地划分为五个施工区域，
并采取了短线施工法，对 276 个球体、近
800 根杆件、1600 个连接头进行了高精度、
严要求的“拼、吊、焊”作业。整个施工过
程衔接紧密、精准无误，充分展示了建设
者的精湛技艺与严谨态度。

按照目前规划，位于荔博园内的柏桥
服务区正紧锣密鼓地规划增设一系列景区
配套服务设施，涵盖场外停车场、加油设施
及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同时精心布局地方
文化宣传展示区、旅游集散中心、园林式商
业街区、特色餐饮体验区及房车营地等多
元化功能区域，旨在与周边景区功能形成
良性互补，倾力铸就茂名“交农文旅商”深
度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窗口。

火力全开建设“加速跑”持续刷新项目“进度条”

柏桥服务区“交农文旅商”融合提速

好手艺“编织”好生活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林夏

柏桥服务区建设稳步推进。 景观天桥作为荔枝文化特色服务区整体造型的点睛之笔，设
计理念灵感源自“荔枝枝蔓”（设计效果图）。

广东省首个主打荔枝文化特色服务区柏桥服务区的规划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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