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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腾腾的茶点，装在精致的圆形竹蒸
笼里。轻揭蒸笼盖子，从蒸屉中冒出团团水蒸
气，菜肴原味和竹子清香四溢......这是海内外
不少民众的餐桌记忆。

而这抹竹子的清香，大部分源自有“中
国竹蒸笼之乡”之称的广东云浮罗定泗纶镇里
生长的罗竹。记者13日驱车近4小时从广州前
往罗定西部云开大山地带的泗纶镇，在这里，
竹林层层叠叠，随处可见竹制蒸笼。

泗纶镇多低山丘陵，气候温和，降雨丰
沛，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罗竹杆粗节
疏，并散发天然清香。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
志办公室记载，早在清嘉庆年间，罗定市泗纶
镇以及周边地区便有制作蒸笼的传统，其中，
以泗纶镇生产历史最为悠久，产业最为集中。

走进泗纶镇的蒸笼生产基地，清幽的竹
香扑面而来。在遮阳棚下，编织好的蒸笼被围
起来晾晒。旁边生产间内，工人们正对竹片切

割，定型和打磨蒸笼。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基
地通过机械对竹子去青皮和分片，提升加工速
度。

“我们一般是取生长3到5年的竹材，从
砍竹、开竹、破竹、烘片到编笼底等制作蒸笼
的全过程，全是传统的手工技艺。”罗定市恒
兆蒸笼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群英表示，用泗纶蒸
笼蒸煮食物，蒸气凝水不会倒流，食物不易变
馊，“这样既可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还能为
食物留下特有的竹子清香，使得泗纶蒸笼深受
海外客商青睐”。

“此前有德国客商说不明白为什么用我
们的蒸笼蒸出来的糕点那么香，怀疑我们加了
香精。他们的质检人员通过检测罗竹后发现香
气来自竹子天然的味道，在那之后德国采购商
就成了我们长期客户。”张群英说。

“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泗纶蒸笼。”
如今，张群英所在的企业内堆满大小尺寸不一
的竹蒸笼，用于蒸糕点或者蒸米饭，产品畅销
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记者查看某海外
电商，一套2只装的8英寸蒸笼售卖21.99美
元。在过去的圣诞节假期和即将到来的中国农
历新年，海外竹蒸笼的需求都有所增加，打包
好的竹蒸笼等待海运送至世界各地，“现在供
不应求，一会儿我还要赶去和海外客商商讨采
购事宜。”张群英说。

泗纶镇有句俗语叫“织蒸笼，唔忧穷”
(意为编织蒸笼，不用愁会贫穷)。种植、编
织、收购、售卖，当地早就形成了一个原始的
产业流程。泗纶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编织竹蒸
笼，是当地人生计的主要来源。如今，泗纶镇
从事蒸笼加工的人员有1.2万人，年产值超3.2
亿元人民币。泗纶镇的蒸笼出口量占中国同类
产品85%。

传统手工艺守住了泗纶蒸笼的品质，蒸
笼品种也在传承中日渐丰富，甚至成为时尚的
家居饰物和馈赠佳品。

自 幼 跟 随 父 母 学 习 制 作 竹 蒸 笼 的 沈 美
娟，2013年放弃在城市的工作选择回乡创业。
这些年，作为泗纶蒸笼编织技艺传承人的她对
蒸笼进行设计提升，结合现代需求创新开发新
式的竹制品，让这项指尖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颜”更有“值”。

以小巧蒸笼礼品为例，一方面，蒸笼代
表着蒸蒸日上，另一方面，由于蒸笼是圆的，
有团圆团结的意思。“我们研制出小巧蒸笼礼
品，用这个送赠亲友寓意美好。”沈美娟说。

2021年起，为了更好地延续竹编文化，
沈美娟开展非遗竹编研学，让非遗传承与青少
年文化教育相衔接。“传递好竹编文化的接力
棒，接力棒现在已经传到了我们新一代的手
上。”沈美娟希望，有烟火气的地方，就有泗

纶蒸笼。(中新网 蔡敏婕)

2023年广东外贸实现正增长，规模再创
历史新高。1月16日，记者从省新闻办举行的
2023年广东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
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8.3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0.3%。其中，出口5.4万亿元，增长
2.5%；进口2.9万亿元，下降3.6%。

从 总 量 看 ， 外 贸 运 行 向 好 态 势 明 显 。
“份额上，广东占全国比重从年初低位的
17.6%回升至全年的19.9%，继续稳居全国外
贸第一大省。规模走势上，一、二季度进出口
分别为1.82万亿元、2.02万亿元；三、四季度
提升至2.2万亿元的高位，且同比分别增长
2.1%、1.8%。”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温

珍才介绍。
从结构看，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

业规模不断壮大。2023年，广东一般贸易进出
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5.6%，占进出口总值
的57.6%，提升2.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广东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13
万家，同比增加9.4%；其中，民营企业数量
占比超八成，进出口5.04万亿元，增长6%，
占进出口总值的60.7%，提升3.3个百分点。

从市场看，新兴市场占比提升，对发达
经济体贸易回暖。2023年，广东对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进出口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1%，占进出口总值的36.6%，提升0.3个百分

点。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7.5%、3.9%。第
四季度对美国、欧盟进出口回暖，全年分别进
出口1万亿元和0.97万亿元，分别占12.1%和
11.7%。

从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绿
色产品、农产品出口动能强劲。2023年，广东
出口机电产品3.56万亿元，同比增长0.9%，占
出口总值的65.4%；其中，家用电器出口增长
8%，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电动载人
汽车等“新三样”出口合计增长33.7%。同
期，出口农产品1309.1亿元，增长13.3%，占
同期全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18.8%。

从地市看，重点地市贡献突出，东西两

翼快速增长。深圳、广州、惠州进出口分别增
长5.9%、0.1%、10.3%，合计占全省外贸总值
超六成，拉动整体外贸增长3个百分点。同
期，湛江、揭阳、汕尾分别快速增长14.8%、
41.3%、27.5%。

进口方面，国内需求持续复苏，大宗商
品、消费品等进口扩大。2023年，广东进口能
源、矿砂、粮食等大宗商品1.58亿吨，同比增
加32.5%，更好满足不断扩大的国内生产需
求。同期，随着国内消费增长，进口民生商品
增加，其中农产品2213.3亿元，增长3.2%；消
费品2850.7亿元，增长0.2%。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外贸稳住了，全
国外贸大盘也就有了‘稳’的基础和信心。”
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明说，2023年
广东外贸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成绩来之不
易，充分体现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责
任担当。今年，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
确定性依然突出，但正视这些困难挑战的同时
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广东外贸运行有利因素集聚
增多，将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南方日报 肖文舸� 黄叙浩� 通讯员/陈琳�

李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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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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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机器人集体舞蹈科技感十足

走进“中国竹蒸笼之乡”：寻找那抹餐桌上的清香

2023年广东继续稳居外贸第一大省

1月16日，今年首列广东发往德国的
中欧班列在增城西站启程，驶向德国汉
堡。此趟班列满载五金机械、日用电器等
355吨货物，货值约500万美元。

同日，在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
国际物流港，随着汽笛拉响，比亚迪自主
滚装船“开拓者1号”成功首航。这艘装载
5000余辆新能源汽车的巨轮离港赴欧，驶
向荷兰符利辛根港和德国不来梅哈芬港。
这也是继东南亚、中东、地中海、红海滚
装外贸航线后，该港开通的第5条滚装外贸
航线。本次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拓宽了国产

汽车出海途径。（南方日报 陶清清 郑慧梓 
朱洪波 代芸 左佛亮 李昊儒 摄影报道）

     广东潮州成功入选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潮州古城历史城区 受访者供图

实现正增长，规模创新高，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首次突破13万家

陆海同日启程货物通达中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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