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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郑梦雨、王俊禄、顾小立

　　温州，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城市。
在温州国际鞋革城大楼楼顶，写着“温州鞋
世界 世界温州鞋”的标语宣告着这里的
地位——— 2001 年被授予“中国鞋都”称
号，拥有制鞋企业 4000 余家，全年生产各
类鞋超 13 亿双，全球每七双女鞋中就有
一双产自这里。
　　这里映射着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创
业史，曾经辉煌无两。作为“百工之乡”的温
州做鞋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明代温州制造
的鞋靴曾被列为贡品。改革春风乍暖之时，
皮鞋更是成为带动温州发展、帮助百姓致富
的“拳头产品”。
　　这里亦曾跌落谷底。劳动力成本抬高、
原材料趋紧、工业用地不足、市场竞争激
烈，让传统制造业短板暴露，也曾因低质廉
价无序竞争让“温州制造”成为粗糙低劣的
代名词，恰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成为鞋
业从业者的一句自嘲。
　　如何突围？垂直领域精耕细作，专注经
营；老牌商户坚定耕耘，放大优势；传统企
业自我迭代，转变思路；行业标地注入科
技，拥抱变化……
　　——— 这是属于“中国鞋都”的另一种

“狂飙”。

新的一年，不要“负”，想要“富”

　　用店主周小娥的话说，去年太难了，都
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因为疫情影响，我们的货在福建滞
留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到货了，退单又
大批涌来，销量同比下跌了三四成，这么
多年还是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周小娥说。
　　店主黄正立在市场另一侧经营一家面
料门店。“这两年大家出门机会变少，买鞋
的都少了。”他感觉自己对时尚的“嗅觉”也
迟钝了，“货品不流行了，没人买也是自然，
关门也不能怪谁。”
　　新的一年，不要“负”，想要“富”，是鞋
都鞋革城不少商户的心声。“现在，除了

‘富’，我更希望的是‘顺’。”黄正立说。
　　对于这些店主而言，每次外部环境的
动荡都是一次事关生存前途的“压力测
试”。
　　泡上一壶茶，周小娥正笑意盈盈地招
呼着来自各地的鞋企采购商。来往的不少
老客户，很愿意跟她聊天。
　　记者走进温州青灿贸易有限公司的店
铺看到，十几位店员正应接不暇地招呼顾
客。他们身后，几万款鞋扣、皮带扣一一标
上编码，整齐排列在十几排货柜上，好似一
间鞋类辅料超市。
　　“老板，这款 2000 个。”一位陈姓采
购商拿着鞋扣照片，在这里找到了想要的
货品。在他看来，鞋扣不仅要外观漂亮，还
要 牢 固、耐 磨 ，更 要 环 保 ，重 金 属 不 能
超标。
　　尽管艰难，但在温州，不少企业专注于
一根松紧带、一只蝴蝶结、一粒鞋扣，把小
生意做成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事业。
　　奕彤鞋饰在市场中独家经营童鞋女鞋
饰扣，记者造访时，几名店员正将手工制作
的蝴蝶结配件粘合、整理。

　　店主孙素文介绍，虽然店铺体量不
大，但开店五年来，这种垂直品类在市场
中具有独特生存空间，疫情期间实现了
平稳增长，一年交易额上千万元。
　　在实用性上，“鞋履之都”和温州的
城市底色彼此映衬。
　　开年以来，仅温州国际鞋革城市场
日均客流量约 1.5 万人次，经营户超
500 户，开市率 95% 以上。
　　温州城区“60 分钟”车程内，可以配
齐出产一双鞋所需的 200 多种设备、材
料、配件；全产业链近一万家企业、从业
人员数十万人集聚于此，2022 年鞋业
总产值约 900 亿元人民币。

肯吃苦、能抱团、有闯劲儿

　　东海温暖湿润的风，吹来了挺立潮
头的制造业和勇猛精进的创业者。
　　 20 多年前，还是小姑娘的周小娥
走进福建一家工厂，在浩如烟海的纽扣
车间里日复一日。“那时候只要造得出就
能卖得了，哪管什么质量。”回忆起那段
时光，周小娥觉得恍如隔世。
　　懂技术又懂销售，让周小娥从车间
脱颖而出。2012 年，周小娥来到温州经
营店铺，十年过去，温州鞋业的变革，也
浓缩在这一粒粒鞋扣上。
　　阿群特价真皮鞋行店主殷良培和
妻子苟兴群已经跟“鞋”打了三十年多
年交道。
　　上世纪 90 年代，成都人苟兴群来
到广州一家台企制鞋工厂流水线上工
作。2006 年，他和爱人一起来到温州，
成为在这里最早开店的一批人，被称为
叱咤市场的“阿群”大姐。
　　“随着金融危机、疫情影响，当时
一同打拼的店铺陆续冲刷掉了不少，我
们 因 为 多 年 来 的 积 累 ，还 是 熬 下 来
了。”阿群说。
　　在市场里，所有小商户平行排列，好
像一个竞争丛林，“稍微怠慢一点生意就
被别人抢走了”。

　　根据顾客需求打样，不做库存销
售，拿来样品就有设计师团队变现。

“以前一单量比较大，现在则是款 式
多、订量少。”市场风向不停变化，周
小娥也在因时而变，总体而言，今年的
预期远超去年。
　　“物流、人流通畅，产业链完备，厂商
们反馈鞋子库存量骤减，鞋卖得出去，我
们就有生意，今年预期可以大干一场。”
周小娥信心倍增。
　　几天前，阿群和丈夫爬到雷达山顶，
看到山上一棵青松独自站立，感到那是
一个比喻。就像他们多年来的事业，经历
风霜雨雪，依然挺拔清秀。
　　肯吃苦、能抱团、有闯劲儿——— 能

“熬下来”，不仅源于诚信经营，品质保
证，服务优质，更源自坚定、专注做销
售，紧跟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一边卖
货、一边找货，保持产品每天更新，亲
自下场打包配货。
　　虽然店面不甚打眼，但平均每天，从
他们仓库中发出的鞋子有一两千双。

碰到绊脚石就把它变成垫脚石

　　“碰到绊脚石就把它变成垫脚石”，
这是温州鞋业内流行的一句话。
　　中国鞋都鞋革城市场一层电梯旁的
中厅，一家一百多平方米的夫妻店“亿纳
超纤”抢占着相对黄金的位置。店主滕荣
利说，销售利润薄，门店租金不低，“能活
下来就不错了”。
　　早年间，滕荣利从事鞋履制作，
2019 年开始转型做材料销售，凭借从业
经验并依靠自主研发的新材料赢得客
户。对照图片，他能准确说出颜色、材质
和重量，并告诉对方样品在店面的哪个
位置。
　　从做鞋转变成做鞋材，对于滕荣利
而言是一次适应现实的新尝试。“目前单
量整体平稳，但是心态还是比较谨慎的，
想再观望一下，等待市场慢慢恢复。”
他说。

　　中午 12 点，午餐时分，晓龙皮业店
主陈德庆才得空放下手机。自早上店铺
开门以来，他的电话便没有断过。
　　中国鞋都鞋革城约 80 平方米的
一家店面内，陈列着颜色材质各异的约
3000 余种皮样。新春开张后，店铺和
工厂紧急招工，五名店员忙着剪版、客
服、散货发货，工厂工人更是加班 到
深夜。
　　陈德庆回忆，1995 年父辈创立企
业时还是小型加工厂，自 2013 年接手
以来，他决心带领企业转型做内销。
　　彼时，一款“猪巴革”材料十分流行，

“我们 2001 年就在生产这种革了，当时
整个浙江市场还没有接受。”陈德庆说，

“但我们还是坚持做下来，所以遇到机会
就抓住了。”
　　陈德庆坦言，疫情期间企业幸好有
内销支撑，能够有更稳定的资金回笼，得
以抵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近年来，企
业内生产设备不断迭代，工厂内增加备
货，存量够消耗一个季度以上。

少了冒险、激进，多了沉稳、睿智

　　为了扩大企业规模，一幢崭新的大
楼拔地而起。
　　“鞋二代”泮玉祥回溯，最初决定做
运动鞋时，时装女鞋和皮鞋在温州大范
围流行，他们成为了当地最早做运动鞋
的企业。
　　从最初的家庭作坊，到开办工厂，内
销转型做贸易；从对标台资厂建厂，到在
越南、缅甸等地设立工厂；从鞋类加工，
到和外国企业合作做研发，筹备自主品
牌，温州市瑞星鞋业有限公司经历了茁
壮成长的二十年。
　　如今，大众追求更健康、有品质的生
活方式，更加注重产品附加值，“产品不
仅要科技含量高、功能性强，还要运用新
元素、新材料，融入抗菌、减震的鞋底，应
用液态氮等环保、均匀、回弹更好的材
料。”泮玉祥说。
　　最近，泮玉祥发现，户外、露营、登山
等生活方式正在流行，在产品研发方面，
他想结合时下流行的审美取向，在时尚
度和舒适性上探索。“以前是跟着欧美大
牌的风向，现在是自己去打造产品，去创
造流行。”
　　从高端制造智能机器人，到链接全
球的时尚设计链；从基于 5G 技术的“透
明车间”，到数字化“未来工厂”……如
今，在国内市场选择、国际贸易竞争的浮
沉中发展起来的温州传统制造企业已逐
渐孕育出新景象。
　　在距离市场不远的温州抖音电商直
播基地，600 多家鞋类商家签约入驻，
实现月交易额约 1.5 亿元人民币。
　　“有人说温州模式过时了，但我认
为，温州模式是进入壮年，少了冒险、激
进，多了沉稳、睿智。”温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谢忠诚说，温
州新产业正在崛起，老产业也在焕发新
活力。
　　“几个月前我们市场里还没有什么
顾客，但今年新春刚过，来这里逛的采购
商就一下就多起来了。”在黄正立看来，
只要人气起来了，一切就能逐渐恢复
起来。
　　“今年开年爆单了，也有国外的客户
陆续过来，不过不知道持续性如何。”阿
群说。经历过疫情，这对夫妻已经建立起
忧患意识，面对市场预期乐观时也不会
全然放松。
　　泮玉祥说：“去年一批小微企业倒
下，还有一些摇摇欲坠，这是市场自身优
胜劣汰的一次洗牌，也会有新的机会从
中孕育生长。虽然规划增长还没有实现，
但按照目前的订单量和市场形势判断，
我对未来前景乐观，且让子弹飞一会
儿。”

温 州 ：“ 中 国 鞋 都 ”新 突 围
“ 制 造 之 都 ”探 信 心 之 一

本报记者张典标、陈琰泽

　　凌晨 2 点，蒋大才一家三口准时带着
锅碗瓢盆“入驻”别人家的饭店。
　　从此时到早上 10 点，这 8 个小时是
蒋大才一家的营业时间。他们和店主共用
营业执照。
　　这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盆儿胡同的饭
馆，紧挨两所中学、一个菜市场和几个人口
稠密的小区。料峭春寒冻得人直哆嗦，凌晨
2 点的胡同里瞧不见一个人。不远处的菜
市口大街上，深夜烧烤店已经送走了最后
一拨客人。
　　 52 岁的蒋大才说：“再晚一点开张我
们就忙不过来了。”
　　不到 20 分钟，三人就麻利地布置出
一个早餐摊。面团、肉馅、馄饨皮……从食
材到厨具餐具，甚至垃圾桶，都是他们自
带的。
　　 26 岁的儿子蒋小虎准备揉面做小笼
包时，母亲张道群已经在每张桌上摆好了
蘸料，蒋大才已经打好豆浆，小米粥正在锅
里翻滚，窗户上挂起了水珠。
　　店里最受欢迎的是 10 元一屉的包
子，每天大约要消耗 15 斤面，能卖百来
屉。4 元一碗的豆腐脑排第二。这两样主
打餐品最费时费力，必须在早餐高峰前准
备好。相对不费事的油饼、油条和馄饨随
后准备。
　　不到 3 点，店里迎来第一个食客。“一
屉包子，一碗豆腐脑。”这位刚下夜班的出
租车司机打起招呼，“哪天来的？”
　　“一过正月十五就来了。包子现包，豆腐
脑还没好，得等 15 分钟。”应答这位老主顾
的工夫，小虎和母亲已经包好了几个包子。
　　的哥刚坐下，店里又拥进 8 个年轻
人，要了包子和馄饨。
　　“他们是附近开健身房的。”在一旁做
豆腐脑的蒋大才说，早餐店倚赖熟客，他们
大多住在附近，早上买菜或者送孩子上学
后的家长，都会在这里吃早点。
　　这家早餐店没有招牌，门口摆着一张泡沫板做的简易菜
单。从 2008 年开始，这块泡沫板就跟着这家人转战前门、西四、
北沙滩、八宝庄和天宫院，见证了 5000 多个长夜与朝霞。
　　“这些地方少的待半年，多的五年。”蒋大才记得，西四和八宝
庄的生意最好。
　　“在西四，我们只管做包子，不担心卖。”蒋大才回忆，一天
能用完一袋 50 斤的面粉，是现在的三倍多。好的时候，2 天 3
袋面都不够。可惜赶上饭店拆迁，他们只在西四干了三年。
　　靠着在八宝庄 4 年攒的钱，他们 6 年前在安徽芜湖农村老家
盖了三层楼的别墅。现在的饭店只容得下 15 张桌子，而八宝庄的
共享餐厅有 30 多张桌子，每天早上座无虚席。
　 “村里不少人都盖了别墅。”蒋大才说，很多同乡在北京干餐
饮，但自己和他们交集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
　　记者多次后半夜走访发现，广安门南街至菜市口大街，右安门
东街至广安门内大街，这块 4 平方公里的街区内至少有 4 家“共
享早餐店”，老板大多来自安徽。
　 前几年，因为北京背街小巷整治，蒋大才的早餐铺从八宝庄转
移到大兴，直到 4 年前才在这落脚。
　　一直以来，他们都是租用别人饭店的“空闲”时间。瘦小的蒋大
才 1989 年就到北京，曾经在建筑工地干过。在他的记忆里，那时
很多早餐铺就已经是“共享”模式，比共享单车还早出二十多年。
　　“月租金从最初入行时的一千多、三千多，慢慢涨到现在的上
万元。”负责管钱的张道群一直在忙，只是偶尔插话，“去年饭店还
涨过一次租金。”相应地，原本 9 块钱一屉的包子，也涨了 1 块。
　　“饭店租金加上每月五千多的房租，现在挣的和替别人打工差
不多。”谈到经营情况，原本话不多的张道群慢慢打开话匣子。她指
着儿子说，如果他是女儿，出嫁之后我们俩就吃力了。
　　街上出现环卫工的时候，前排桌子上已经整齐摞着蒸好的包
子。蒋大才走进临街 2 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里炸油条和油饼，张道
群开始忙着包馄饨……
　　这天，送完最初的两拨客人后，一直到 5 点，早餐店除了记
者，没有其他顾客。
　　一个小时后，路上行人和车辆渐渐多了起来，哈着白气的顾客
上门，店里马上热闹起来。
　　天微亮，路灯灭。不到 8 点，店里迎来“早高峰”，15 张餐桌坐
满了人。张道群不时地小跑起来，小虎忙着算账端碗，蒋大才炸油
条的锅里翻着油花。
　　“包子没了。”
　　“豆腐脑、馄饨也没了。”
　　“油条没了，油饼要吗？”
　　 9 点以后来的顾客，要么有啥吃啥，要么抱憾而去。
　　 9 点 30 ，白天饭店的服务员出现了，他们开始往店里搬运
食材。
　　蒋大才一家开始熟练地收拾餐具、打扫卫生。
　　 10 点一过，蒋大才一家骑着 2 辆三轮车消失在人流中。
　　到了家，三人还得分工清洗锅碗瓢盆，午饭后一起准备晚上需
要的食材，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从晚上 6 点开始睡觉，第二天凌
晨一点半又开启“新的一天”。
　　“这几天的生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对于未来，蒋大
才计划等孩子结婚后，就收摊回家，“到时自己也干不动了”。
　　他告诉记者，在老家结婚得在市里买房，加上装修，得花不少
钱，“一时半会退不了休”。
　　学过几年英语的小虎有更多打算。他曾想到国外卖包子，没料
到遇上老外没聊两句就挤不出话来。眼下，他盘算着先做好包子，
再开几家分店。

﹃
共
享
早
餐
铺
﹄
里
看
﹃
经
济
韧
性
﹄

　　【编者按】近期，新华社浙江

分社记者深入制造业大省浙江一

些有代表性的“制造之都”蹲点调

研，讲述“中国经济故事”，展现发

展理念之变，探寻信心之源。本

报今起刊发“制造之都”探信心系

列报道，展现各地抢先机、争开

局、拼经济的良好态势和喜人

气象。

　　新华社深圳 2月 20 日电（记者印朋）
深圳从 2023 年开始助推企业“工业上
楼”，将连续 5 年，每年建设 2000 万平方
米高质量、低成本、定制化的厂房空间，打
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型制造业
园区。
　　 2022 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
破 4.5 万亿元，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首次突
破 1 万亿元大关。工业经济体量与产业空
间需求成为一对矛盾。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余锡权
说，深圳坚持工业立市之本，下定决心破题
产业空间制约，坚持集中连片、集约节约，
突出高端先进制造，规划建设总面积 300

平方公里左右的 20 个先进制造业园
区，形成“启动区、拓展区、储备区”空间
梯度体系，实施“工业上楼”厂房空间建
设计划，全力保障工业发展空间。
　　“工业上楼”通常指多层厂房，也被
称为“摩天工厂”“空中厂房”，让深圳的
城市产业空间，有望从“存量”变“增
量”。
　　在深圳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深圳
市 艾 克 瑞 电 气 有 限 公 司 终 于 找 到 了

“家”。艾克瑞电气从事高端放射影像医
疗设备及车载医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从创立至今，辗转多个工业园区。
　　这个产业园是深圳首个“专精特新”

专业园区项目，以市场价的 30% 至
50% 分割销售给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

“优质产业空间价格合理，其高使用率留
足了未来生产升级所需的空间。”深圳市
艾克瑞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说。
　　 2023 年是深圳实施“工业上楼”计
划的第一年，一大批特色“工业上楼”项
目面向深圳企业开放。
　　宝安新桥东先进制造业园区，是深
圳首个平方公里级的“工改工”城市更新
项目；南山红花岭基地“折叠空间+多维
产城”富有现代科技感；坪山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是装配式高层产业空间和百米
高层预应力空心楼板示范工程，也是集

研发办公、轻型生产等功能于一体的新
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
　　截至目前，深圳共有 72 个“工业上
楼”项目，用地面积 854.8 万平方米，平
均容积率 4.2 ，厂房面积 2306.5 万平方
米。其中，共有 50 个项目在 20 大先进
制造业园区范围内。同时，严控厂房租
金，“工业上楼”优质厂房租金平均 35
元每月每平方米。
　　深圳市坪山区发改局局长黄堃说，
除了大力整备连片产业用地，坪山区每
年推出不低于 200 万平方米的高标准

“工业上楼”项目，为创新型、制造型企业
提供优质空间保障。

深 圳 ：“ 工 业 上 楼 ”进 行 时

▲晓龙皮业店铺内，客商正在选购皮料。      本报记者郑梦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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