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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渠县种植小麦 6.8 万多亩，
一部分小麦机械化收割后，粉碎还田
提高土壤肥力，提升耕地质量，另一部
分则成为草编工艺中最重要、最基础
的原材料。渠县龙凤镇就将 100多万
斤麦秆，编织成 380多万顶草帽，销往
国内外，走出了“变废为宝”的产业发
展新路。

记者日前在龙凤镇龙凤社区看
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利用空闲时
间，编织制作草帽用的草编子。“我们
原来的麦秆是拿来烧了的，现在就拿
来编草编子。”村民郭远碧告诉记者，
做草编工艺每月可增收四五百元。

在龙凤镇，草编已成为当地的传
统手工艺。每年小麦收获后，村民们
将小麦秸秆筛选后，做成草帽、扇子、
提篮等。看似没用的秸秆，在村民手
里“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也
带动村民增收。

如今，镇上的草帽加工厂已发展
到20多家，他们将村民编织的草编子，
收集起来加工成各种款式的草帽，销
往全国各地。

渠县龙凤镇草编制作技艺非遗传
承人余传明说：“我们做草帽都是机器
做，一个工人每天能做 300 到 400 顶。
我这个小作坊一年可以生产 20 到 30
万顶。”

龙凤镇按照“支部+协会+编织
户”的模式，发展草帽加工企业和草编
专业户 300 余户，年产草帽 380 多万
顶，“龙凤草编”已申报为达州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据介绍，渠县龙凤草编包含草帽、
扇子、手工艺品等，主要销往重庆、贵州
等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同时，当
地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往马来西亚等国
家，每年产值大概3000多万元，带动了
600多人家门口就业。 □本报综合

渠县100万斤麦秆
变身380多万顶草帽销往国内外

日前，达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
居民反映，称统建小区 A 栋 1 单元楼顶
有违建，达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组
织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实。

经查，2002年8月，当事人郑某在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
达川区统建小区A栋1单元楼顶修建砖
混、铁皮结构房屋一层，面积为 62.28平
方米。

该处违建占用楼顶平台，且当事人
将防火通道门上锁，阻碍了消防应急逃
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据悉，郑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在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
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
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
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规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达川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

（限期拆除）决定书》和《行政强制执行
决定书》，并于日前将该处违法建筑依
法强制拆除。

□本报综合

22年顶楼违建
拆了！

麦秆编织的草帽麦秆编织的草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