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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拿出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国地图稍作搜
寻，杭州湾南岸、会稽山北麓，一座处在丘陵与
平原交会地带、行政区划呈独特“C”字形的小
城，很容易映入观者眼帘。
　　这座小城，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因

“书圣”的到来而占据中国文化史发展的“ C
位”：东晋穆帝年间，王羲之在此处一场群贤毕
至的盛会上挥毫写下《兰亭集序》，其人其事流
传千年，至今仍为绝妙佳话。
　　 1600 多年过去，当时被称为“兰亭”的地
方，现在的名字叫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1992
年，当地建立了中国轻纺城，成为全国首个冠以

“中国”的轻纺专业市场。经过 30 多年发展，
柯桥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布匹专业市场所在地、
世界最大的纺织贸易集聚地。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柯桥，再次以
它在面料轻纺领域雄厚的实力，进入中国纺织
产业的“C 位”阵列。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的
考验，如今的柯桥站在了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上。
如何回望过去的路？如何走好当下的路？如何
看待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柯桥蹲点采访，一
探究竟。

眼更亮，鼻更灵

　　回过头看，疫情这三年，对柯桥纺织人而言
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采访中，企业家和中小商户说得最多的
两个词语，是“蛰伏”和“风险”。
　　“蛰伏”，本义指动物冬眠。从 2020 年初
开始，疫情让纺织行业经历了一场此前从未预
料过的“寒冬”：市场需求总体不振、原料价格轮
番上涨、物流渠道时断时续，这三大难题始终困
扰着所有纺织从业者。
　　最难的时间点，大致出现在 2022 年上
半年。
　　当时，往柯桥运货的卡车司机经常面临各
种“下车难”“进城难”“卸货难”的尴尬，货车明
明下了高速到了“家门口”，可就是“进不来”，发
货商和接收商只能干瞪眼。
　　绍兴良权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嘉
说，那种差点“一夜白头”的滋味，终身难忘。
　　在柯桥，不少布料加工商属于生产型出口
企业。按照惯例，生产型出口企业为保证春节
后顺利复产，节前均作一定的备料安排。然而，
2022 年末的疫情冲击让织厂停摆、染厂停岗的
情况接踵而至，加之春节时间较早，备料一时成
了大问题。
　　库存剩余告急！对于不少企业而言，又得
经历一次一边勇往直前、一边“手忙脚乱”的
闯关。
　　幸运的是，如今这些都渐渐成为过去。
2023 年 3 月，当记者来到中国轻纺城时，这里
的日均客流量已超过 10 万人次，快速回升至
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一切，似乎都在逐步走向“正轨”。然而，

“风险”是否就此消除了呢？
　　“我觉得不会。”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长
李传海说，“但是，现在有风险，过去难道就没有
吗？我们柯桥纺织人，就是在一次次与风险的
搏击中走过来的。”
　　李传海回忆说，2002 年，他们的企业想打
开一个西方国家的市场，但对这个国家的环保
标准没弄清楚，弄错了印染染料，一笔 100 万
美元的款项收不回来。这次风险事件给他们上
了“生动一课”———“生产标准不能‘坐井观天’，
要弄清国际贸易规律，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做生意不怕‘事’，就看你怎么应对。”绍兴
皮尔波澜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力尚于说，一
位商界前辈曾告诉他，老一辈纺织人经商挑扁

担、推小车，新一代纺织人经商盖厂房、起高楼，
时代在变、技术在变，关键是勇敢向前的信心不
能变，无惧风浪的信念不能变。
　　如何从一次次风险的侵袭中不断增强自身

“抵抗力”“免疫力”，是摆在所有柯桥纺织人面
前的“必答之问”。
　　有企业家说，疫情之后，现在“眼睛”比以前
更亮了：
　　以前，外国的事关心得比较少，哪哪儿港口
堵了，哪哪儿战火烧起来了，觉得都跟自己远得
很。但这三年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世界
很“小”，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做生意，更应该
把国内和国外的情况联系起来看，每天早上起
来都要看看国际新闻。
　　还有企业家说，现在“鼻子”比以前更灵了：
　　什么叫抗风险本领？能提前预判风险就是
抗风险。怎样才能提前预判风险？就是预先闻
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以前同样的“气味”在自
己面前飘过，可能会不以为意，但现在就会停下
来多想几分钟，这股“气味”的背后可能隐藏着
什么，会不会是危机的前兆？
　　即使是“危机”，也同样充满一分为二的辩
证法——— 如果能克服“危”，“机”就能不期而遇。
　　在李传海看来，在当前形势下，柯桥纺织业
面临三项压力：一是上游原辅材料和染料价格
不断上涨，二是企业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匮乏，
三是产能过剩，市场价格环境总体上并不友善。
　　“但是，我们同样有三项优势。”李传海话锋
一转，向记者列举出了三个“好一些”：第一，内
销有所增长，产业市场相对“好一些”；第二，柯
桥印染行业门类比较全，产业纵深相对“好一
些”；第三，支撑产业与规模的设备是一流的，技
术相对“好一些”。
　　“有了这三个‘好一些’，面对今年的发展，
我们没有太多好‘怕’的。大家都会撸起袖子，
一起加油干。”李传海说。

能“跑”的腿，能“说”的嘴

　　进一步看，是什么给了柯桥纺织人三个“好
一些”的底气？
　　从数据里找“答案”，或许更加直观：
　　 1992 年，中国轻纺城市场年成交额 16.6
亿元，营业用房 2213 间，注册经营户 1879 家。
2021 年，这个数据已分别增长到 3040.56 亿
元、2.9 万间和 3.4 万家。
　　这些数据，都是柯桥纺织人“跑”出来的。

柯桥纺织人的能“跑”、会“跑”、善“跑”，在业
界也是出了名的———
　　跑“车间”，他们亲力亲为。不少企业家
每天晚上在九十点钟下班，每天下车间 2 次
以上，每周定时召开产品质量分析会，深入、
及时掌握公司生产、销售、市场动态情况；
　　跑“业务”，他们不亦乐乎。在《中国轻纺
城发展口述史》一书中，李传海讲述了多年前
他的一次推销经历：
　　我骑着自行车，到（时为绍兴县）钱清区
下辖的 6 个乡镇，一家家走访纺织企业和印
染企业，推销营业房。我一共跑了 3 天，把
16 间营业房都推销出去了。令大家都没有
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营业房房租就开始涨价
了，刚开始市场一间一楼的营业房每一年的
房租是 6000 元，第二年就涨了二三十倍，后
来甚至涨到了 200 万元一年。
　　跑遍了乡镇、跑遍了绍兴，柯桥纺织人开
始跑遍中国、跑遍世界。
　　今天的柯桥，集聚了 3.2 万家市场经营
户以及完备的纺织产业链，年纺织品出口额
超过千亿元，贸易覆盖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有 1100 多家境外企业代表处在此
常驻。
　　近年来，不少企业不仅“跑”了出去，还

“扎”下了根。绍兴木林森纺织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勇 2017 年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了一
个印染企业，发展当地自己市场，招募当地工
人发展生产，企业近年来毛利润都在 30%
以上。
　　跑得兴起的时候，企业家们可以把很多
外人看来很“重要”的东西都放到一边。比如
过年回家，比如评优表彰。
　　中国轻纺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今年
兔年新春，不少企业家都是在海外与客商洽
谈的日子中度过。一些评上了当地自营出口
标杆荣誉称号的企业，连热热闹闹的表彰会
都放了相关部门“鸽子”，安排不出时间回来
参加。
　　如果初识柯桥纺织人，在一些场合，大概
率会让人觉得他们多数并不擅长“说”：不会
铺张渲染，不懂语惊四座，甚至在饭桌上酒过
三巡，也难得听到一句类似“老子在哪挣了大
钱”的吹嘘之语。
　　继续深入了解又会发现，在另一些场合，
他们其实也很擅长“说”：
　　———“一块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洞天？

说起这个，一些企业家就来了劲：布的成分是
什么、产地是哪里、类型有何不同、质感有何
区别，印染工艺分几道、如何走，他们掰开了
揉碎了可以讲上半天。
　　———“一块布”究竟如何实现价值最大
化？谈到这个，一些企业家也有了兴致：坯布
的分类、批号、出仓如何进行科学管理，销售、
车间、个人三级成本如何科学核算，如何最大
程度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积极性，他们一开口
便常常停不下来。
　　不过，让柯桥纺织人最有耐心做好的一
件事，还是陪客户“磨嘴皮子”。浙江兴发化
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江说，善于开口
沟通、了解客户诉求，是搞好产品全周期服务
的关键：
　　在前期开发过程中，我们会细致询问合
作方的诉求，他们需要什么功能，主要应用在
哪里，每一个环节都要沟通到位。开发以后
也可以先试做样品，根据批量要求不断对接
优化，来来回回不厌其烦细致交流。等产品
销售完成以后，我们会派一个团队过去对接，
最终效果怎么样，我们要做好跟踪。如果效
果不理想，我们就继续沟通解决问题，一直沟
通到客户满意为止。
　　在不少企业家的观念里，“海底捞”式的
服务模式不仅可以存在于餐饮界，也能给纺
织界很多启示。把服务搞上去，是让任何类
型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之一。

“脸面”与“肌肉”

　　向未来看，柯桥纺织人又当如何行稳
致远？
　　 2023 年 1 月，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浙江省纺织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
到 2025 年，浙江化纤、印染、服装等重点领
域国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高端羊毛（绒）、
丝绸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产业用
纺织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突破引领，在
全球纺织产业网络中的领先优势进一步
增强。
　　目标既定，关键是如何让蓝图在本地走
向现实。亨世行服装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
建祥，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体面”的故事：
　　我在柯桥从事了 30 年女装面料生意，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十几岁进工厂学做
衣服的日子。我们小时候每到新年，家里都
会请裁缝来给大家做新衣服。那时候我就在
想，哪天我把制衣的本领学会了，让别人穿上
我做的新衣服，让大家记住我做的新衣服，那
该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
　　不少人用“一根丝”“一匹布”“一件衣”概
括柯桥的纺织业务格局：“一根丝”指聚酯纤
维、化纤原料，“一匹布”指面料织造及印染，

“一件衣”即指服装产业。一方面，柯桥的纺
织产业链和市场产销体系相对完整，但另一
方面，目前柯桥在“一件衣”上存在缺少知名
自主品牌的烦恼。
　　如今，唐建祥已开始为儿时觉得最“长
脸”的事奋斗奔波：他已准备创立属于自己的
男装品牌，并打算在五年内把它做得初具规
模。“许多柯桥面料商心里总有一种‘情结’，
那就是要努力把自己手上的‘一匹布’，织成
享誉全球的‘中国衣’。”唐建祥说。
　　另一件被柯桥纺织人视为关乎“脸面”的
事，就是在外人眼里，印染行业到底“脏不
脏”。从母亲手中接过企业管理工作的盛兴
染整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华良，至今仍记得 20
多年前他进入厂房工作时的情景：
　　厂房地上一滩水，空气里烟雾缭绕的，混
合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当时这样的景象在乡
里也很常见，一般人见着印染厂都得躲着走。

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印染厂能变得干干
净净的呢。
　　 2010 年前后，柯桥区政府开始推动印
染集聚、设备换代、产品升级，散落在各地的
印染企业通过整合，搬迁到了滨海工业园区，
进行了多轮绿色技术改造。现在不少企业环
保在线监控全部做到了联网，印染到底“脏不
脏”，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一条条数据就能实时
揭晓答案。
　　“我们现在的染料工艺全部是自动化
的，都由机器人完成。”徐华良说，他们自己
每个厂都会安装污水检测系统，车间废气都
要经过处理，越来越多的同行加入到定向回
收、梯级利用和规范化处理危废资源的队伍
当中。
　　李传海说，今后的纺织行业应当实现两
个“高”：“高”时尚，要努力做到“柯桥的面料
一出去，就能成为世界市场的弄潮儿”；“高”
技术，基础研发不能缺，工艺改进要持续，既
要让“脸面”有光，也要把“肌肉”练强。
　　 2023 年 1 月 8 日，在柯桥区二届人大
二次会议上，柯桥区区长袁建提出，在改造突
破传统产业方面，柯桥将开展新一轮制造业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加快大纺织
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现代服务
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智能化技术是传统纺织产业未来获得

‘爆发力’的关键所在。”绍兴恒元纺织有限公
司董事长茅元根，回忆起了自己在技术上进
行“横向拓展”的经历：
　　十多年前，面料成衣后的缩水问题曾让
我们很“头疼”。由于没有什么好的面料后整
理设备，我们的面料有时要专门“漂洋过海”
送到国外去做后整理。为什么外国人能做好
的技术和设备，中国人就不能做好呢？我就
不信这个“邪”，一定要想办法闯一闯。
　　抱着“一定要逼一逼自己”的心态，茅
元根专门去国外考察了很多次，从一开始
引进一台预缩设备进行全方位针织品后处
理试验，到与外方一起合作创建机械制造
公司，生产各类印染后整理机械设备，运用
环烘水洗技术，茅元根在保证面料品质的
前 提 下 ，成 功 降 低 了 后 整 理 环 节 中 的 缩
水率。
　　“一台全自动烘干机运转起来，可以抵得
上 30 台普通烘干机，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
作效能。”茅元根说，要让新技术“站稳”脚跟
实现大面积推广，主要就靠两步：一靠“学”，
引进外国原班研发团队虚心求教；二靠“钻”，
要自己深入地研究清楚人家的长项在哪里，
有的放矢弥补不足。
　　在未来的几年里，恒元公司计划融合相
关技术，打造一支以本土团队为主的技术研
发团队，同时加大定型机及废气处理装置节
能方向技术投入，进一步开展减排成本分析
研究，对标先进榜样为“碳达峰”工作助力。
　　在聚焦突破新兴产业方面，袁建说，柯桥
将大力实施“4131”先进制造业强区行动，积
极培育千亿“新星”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新材
料、碳纤维等重大项目，打造先进纤维和复合
新材料“万亩千亿”产业平台。
　　在柯桥挂牌成立的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
创新中心，正用一项项扎实的基础创新研究，
勾勒出纺织业明天的动人图景。创新中心副
主任戚栋明说：
　　今后，“一根丝”的价值绝不仅仅意味着
织布成衣。我们的工业丝，“可上九天”作为
国产“大飞机”的优质航空玻璃纤维棉毡材
料，“可下五洋”作为深海系泊缆绳守护“深海
一号”的油气作业安全，还可以深入人体用于
软组织损伤修复，最终还能被人体完全吸收。

“一根丝”的前景，可以说无限广阔。
　　面向未来，柯桥纺织人重任在肩。

“ 纺 织 之 都 ”在 应 变 中 蜕 变
“制 造 之 都”探 信 心 之 三

　　弯拱、风洞监测、重量监测、飞行、落点、
入库、出货……走进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锦屏县的贵州亚狮龙产业园，乍
看一栋栋生产厂房上贴着的不同的专业名
词，还以为是闯入了某种飞行器的制造园地，
但其实，这只是一只羽毛球所需的部分生产
工序。
　　“羽毛球的生产工序共有 38 道，每一道都
需要严格把控才能确保产品质量。”园区企
业——— 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胡兵告诉记者，生产这些羽毛球的主
力军，是一支主要由当地苗侗妇女组成的“娘子
军”。
　　锦屏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现为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县人口近 24 万，
其中侗、苗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近 90%。2017
年，锦屏通过招商引资把羽毛球制造商贵州亚
狮龙引进落地后，该企业成为助推当地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我们公司从开始的羽毛球年生产量五
六 十 万 打 ，成 长 至 去 年 的 羽 毛 球 年 生 产 量
330 万打、销售额 2.3 亿元，女性贡献了绝对
力量。”胡兵表示，公司员工从最初的 50 多人
发展到如今的 500 多人，女性员工占了逾
九成。
　　穿行在园区厂房各个生产车间内，到处都

是身着红蓝工装的女性面孔以及她们的忙碌身
影。在分选弯拱车间，42 岁的向木代正在配合
机器对制作羽毛球的羽毛片弯度和拱度进行图

形分析和数据处理。
　　一年前，从广东打工回家后，考虑到要
照顾尚在年幼的孩子和已经年迈的公婆，向

木代决定留在家中不再外出。“能够下决心
留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在贵州亚
狮龙上班。”她说，照看家人的同时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每月到手 3000 多元，虽然比外面
打工收入低一些，但这在以前绝对是不敢想
的事。
　　同向木代一样，钩线车间 47 岁的苗族
大姐陆永珍，早在 10 多年前就因为家人原
因，与爱人一起选择了留在家中。“当时我婆
婆生病，为了照顾她，我跟爱人放弃了打工。”
她说，留在家中的二人没有其他挣钱门道，只
能继续种田和打零工。
　　 2017 年，贵州亚狮龙在锦屏落地生产
后，陆永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进入这家企
业。工作多年的她，如今凭借熟练的技术，每
月工资已增长到 4000 多元，成为家中的“顶
梁柱”。尽管爱人也成长为当地的“种粮能
手”，但在工作之余，陆永珍依然会放弃休息
而“伸出援手”。
　　平时除了照顾家人、上班挣钱，闲时还要
种田，在胡兵看来，公司的这些留守妇女就像

“女超人”一样，在当好羽毛球生产主力军的
同时，还维持着全家的“运转”，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伟大。
　　也正是在这样一股女性力量的推动下，
总建筑面积近 6 万平方米的贵州亚狮龙产
业园逐步发展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集毛片加
工、羽毛球生产和羽毛球文化展示为一体的
羽毛球产业园之一。
　　“洗毛、晒毛、分级、插球……还有很多工
序看起来简单，实际却像照看孩子一样，需要
耐心、细心、专心，工作时必须全身心投入。”
成品全检车间内 40 岁的龙竹香就住在园区
附近，为照看儿子而留在家中的她，自 2017
年进入贵州亚狮龙以来，已经成长为公司的
优秀员工。
　　“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羽毛球，现在我用
眼睛就能看出羽毛球的好坏。”龙竹香说，通
过羽毛球制作，她不仅学会很多生产技能，也
渐渐悟出了如何调整人生姿态。
　　“人生就是要努力奋斗，不断学习，用
心学习。”她说，以前外出务工，四处奔波，
干的工作经常变化，没有静下心来学习技
术。现在工作稳定了，就要脚踏实地把工
作做到精，为家庭和公司贡献自己最大的
力量。
   （记者罗羽）新华社贵阳 3 月 8 日电

大山深处另一支羽毛球“娘子军”

  ▲ 2 月 3 日，在绍兴柯桥，也门人阿珂拉姆通过手机视频向中东的客商介绍布样。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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