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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顺势而为再创业
□ 陈发明

“箱包之都”逆风闯市场
——河北保定白沟箱包产业转型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白沟在箱包领域很是有名。河北保
定市的白沟箱包产业起源于上世纪70
年代，经过40多年发展，已形成一条集
研发设计、原辅料供应、生产加工、展览
展销等多环节于一体的箱包产业链，成
为辐射周边10个县（市），从业人员超过
150万人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白沟也
被中国皮革协会命名为“中国箱包之
都”。2010年被批准为河北唯一的“经
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白
沟新城，目前年产箱包8亿只，年交易额
450亿元，是我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
之一。

作为“中国箱包出口基地”和“河北
省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白沟箱包产业受到了较大冲击，遭
遇了订单减少、外贸渠道受阻、线下实体
店销量下降等情况。经济日报记者近日
走进白沟，看看“箱包之都”是如何危中
寻机、借势转型的。

外贸不畅精耕内销

在箱包行业打拼了13年，今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白沟新城喜玛诺商贸有限
公司经理张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今年1月份以来，公司所有外贸订单都
压在仓库发不出去，新订单为零，自己只
能在家里干着急”。

后来，张辉在直播平台上试水，但销
路一直打不开。几个月前，保定市市场
监管局白沟新城分局党组书记李军在走
访企业时的一句提问让张辉哑口无言。

“做了这么多年箱包，你们企业的特色是
什么？”说不出答案的张辉意识到，没有
鲜明风格和特点，靠走订单数量的老路
子肯定走不通了。想到这，张辉决定从
质量和细节入手改良产品。

此后，每晚8点，张辉准时开始网络
直播，在与粉丝交流中他认识到，必须注
重消费者的个性化喜好，并将其体现到
产品设计中。“以前做批发，也不知道产
品出口后谁在用，现在跟客户直接交流，
订单发出几天后就能收到用户反馈。”经
过反思和转变，张辉终于可以回答李军
的问题了：“我们做极简风格，并根据客
户不同需求，加入人性化、细节化设计。”
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帮助指导下，喜玛诺公司打开了国内市
场，通过线上直播带来16万单销量。如
今，张辉在直播平台的粉丝达5.8万，每
天订单量能达到2500单。

在白沟新城，越来越多箱包企业像
喜玛诺公司一样找到转型新路。今年以
来，白沟新城新增市场主体5404户，企
业新增434户，个体户新增4970户。

“通过调研发现，白沟箱包产业复工
不应走老路，必须把产业提升作为复工
的总‘阀门’，以此提升整个行业的抗风
险能力和竞争力。”李军说。

线下遇冷线上发力

“直播3.5小时，在线1万多人，成交
2000多单。”这是5月22日白沟广顺箱
包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萍第一次直播
的成绩单。此后，在广顺箱包的工厂里，
每天都会开播2个多小时。

“我们公司以研发相机包和户外运
动背包为主，以前都是客户订货批发。
现在通过直播带货，零售单量增多，总体
销量不降反升。”李萍明白，如今直播不
只是娱乐软件，也是重要的新零售渠
道。目前，直播带货可以占到广顺箱包
销量的30%，但在去年之前，这个比例
几乎为零。

位于白沟新城的和道国际箱包交易
中心是全国最大的箱包单体专业市场之
一，记者走进市场发现几乎所有商铺内
都有直播区域。

“以前我们的线上销售只占十分之
一，现在能占到一半以上。”在和道国际
箱包交易中心一楼，春丽皮具总经理杨
洺告诉记者，该企业代理了30多家箱包
品牌，今年4月份，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60%。但通过开拓线上渠道，5
月份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六七成。

今年5月份，由白沟新城管委会主
导，政府相关部门和电商协会共同举办
的“5·18”线上箱包博览会、白沟直播带
货节、箱包采购节等线上活动陆续开展，
初步形成了直播带货常态化的商业氛

围。同时，白沟积极对接资源，联手淘
宝、抖音、快手打造京津冀第一大“云播
小镇”项目，已引入千名网红主播。

在白沟电子商务协会办公楼里，每
天都有专业人士免费为企业、商户做电
商直播知识、操作技巧等方面的培训。
白沟新城电商协会会长司旭介绍，每批
学员在完成3天至5天的培训后，就可以
上线直播。协会提供的直播间也免费让
学员们使用，真正做到一对一帮扶，每个
月可以培训2000名学员。

据统计，今年以来，白沟新城仅淘宝
直播账号就新增了1.2万多个，为更多人
提供了就业岗位。李军告诉记者，疫情
期间，在市场监管部门引导和帮助下，白
沟大量商户转攻线上直播带货，在促进
就业、消化库存、稳定市场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其中，白沟“十大网红主播”的销
量甚至超过了疫情前。

立足品牌提升品质

经过40多年发展，“白沟箱包”已成
为一个知名地域品牌，但仍存在着“多、
小、散、低”问题，部分市场主体还是走

“代加工”“量多价低”的老路，品牌意识
和创新意识仍然有待提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走专业
化、自主品牌发展的本地企业经受住了
考验。”李军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专利箱
包产品销量不降反升。比如，广顺箱包
的“柯士比得”牌专业摄影包在国际国内

市场占据一定份额，疫情发生后，他们针
对国内市场改进了一款产品，该产品销
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倍。

白沟市场监管部门也没有放过这一
契机，他们实施了深化质量提升、标准化
建设和品牌打造三大工程，通过制定扶
持本地箱包品牌发展的战略，采取一系
列措施，推动箱包市场规范提升。

从2019年 11月份开始，保定市市
场监管局白沟新城分局开办了质量振兴
大讲堂，每两周开展一次集中培训。今
年受疫情影响，企业不能参加集中培训，
当地就开设了“质量振兴云课堂”，通过
微信公众号发布更新。目前，线下质量
振兴大讲堂和线上质量振兴云课堂已开
办近40期，每周仍在持续更新。

市场监管部门还定期组织主要箱包
企业参加质量分析会，对箱包产品主要
不合格项目开展分析，与企业深入研讨
产品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检验检测方

法，并现场实物模拟检验过程，查找问题
症结。同时，邀请河北省标准化研究院
到箱包企业调研，有针对性地解决箱包
产业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

在和道国际箱包交易中心，有一片
区域是“白沟胜轩箱包体验馆”，这里不
仅有传统箱包销售区，还有与北京服装
学院联合开办的原创设计产品展示区和
私人定制区。白沟胜轩箱包体验馆负责
人葛云峰是“白沟箱包二代”，近年来他
越来越多地参与企业经营，“我的想法是
路走得越远越好，更看重自有品牌打造
和箱包品质提升”。

葛云峰的想法代表了白沟新一代年
轻人的经营策略。目前，白沟箱包产业正
在从“单打独斗”“贴牌生产”向“集团营销”

“品牌出口”转型。据统计，白沟新城已拥
有本地注册商标12276件，河北省著名商
标38件，河北省名牌产品11个，河北省优
质产品22个，马德里国际商标4件。

提起河北白沟，“中国箱包之都”的称号已经在国内外颇有名气。作为我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出口基地之一，白沟箱包产业也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订单减少、出口受阻、线下销售乏力。面对困境，白沟箱包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发力直播等线上销售渠道，加紧品牌质量规范提升，一边打开销路吸引新用户，

一边深耕品牌提升箱包品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白沟箱包产业是典型的由传统商
贸催生的产业集群。这类产业，往往都
经历过粗放快速的增长期，很多企业都
是靠规模取胜、数量取胜、低价取胜，缺
少研发、设计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不测风云”，传
统生产经营模式下的商户和企业，抗压
能力差的弱点暴露无遗。

在白沟箱包企业中，生产、销售
等环节转型较早的，对品牌塑造、质
量提升、渠道拓展等方面比较重视的
企业，受此次疫情影响就相对小些；
长期依赖固有发展路径，在销售方
式、产品结构、经营理念等方面数年
甚至几十年不变的企业和商户，在今

年前几个月受冲击比较严重。
疫情对白沟的很多箱包企业来说，

既是考验也是“当头棒喝”。如果不能
从中汲取转型经验、探索转型路径，即
便顶住了疫情冲击，迟早会在市场竞争
中被淘汰。“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靠
数量和价格生存的舒适区不会永远风
平浪静。随着新零售时代的到来，包括
白沟箱包在内的传统商贸产业集群，势
必要经历一轮重新“洗牌”。

实际上，白沟箱包在今年之前，
已经开始从质量振兴、品牌塑造、标
准化体系建设、电商培育等方面着
手，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此次疫情
或许是个“助推器”，让很多在转型路

上已经先行一步、顺势而为的企业加
快了步伐；逼迫那些举棋不定、裹足
不前依然观望的企业下定决心迈出关
键一步。

这场疫情让传统商贸产业转型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期”变成了一
次痛感更强、冲击更大的“速痛期”。
与此同时，为应对疫情，各行各业都
催生出不少新业态、新模式，让很多
传统企业看到了未来生存和竞争的更
多可能。与其在舒适区中“温水煮青
蛙”，最终被新零售时代抛弃，不如趁
势而为，将复工复产复业变成一次再
创业，变成一次在暴风雨中强筋壮骨
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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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在和道国际箱包交易中心一
家商铺内，工作人员通过直播平台向网
友介绍产品。

图② 喜玛诺公司工人正在为线上
订单打包。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甘肃省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引
洮工程正式通水已经5年多了。这一被称
为“惠及甘肃几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
民生工程”的重大水利项目，给曾经“苦瘠
甲于天下”的陇中大地带来了哪些改变，经
济日报记者近日来到这片土地一探究竟。

罐罐茶“改了味道”

每天6点多起床，在小电炉上搭上煮
茶壶，喝上一口罐罐茶，是甘肃省白银市会
宁县头寨子镇马家堡村74岁的杜得永老
人几十年来不曾改变的习惯。

最大的改变是熬罐罐茶的水变了，从
苦咸的河水、窖水变成了甘甜的洮河水，
拧开水龙头，清冽的“甜水”就会喷涌
而出。

“最早的时候，吃饭用河里的咸水，喝
的水是在旁边挖个沙坑，等沉淀清了就不
会那么咸涩。”杜得永说，如果天太旱，蒸发
量大，这种水就咸得没法吃。杜得永老人
见证了从吃苦咸河水，到各家各户都有土
水窖，再到上世纪90年代实施121雨水集
流工程，最终至引洮水入户到田间地头的
沧桑变迁。

陇中苦瘠甲于天下最根本的因素就是
缺水。“一碗油换不来一碗水”“讨面容易讨
水难，窖中无水是荒年”是陇中地区曾经的
真实写照。

引洮工程是甘肃省历史上最大的水利
工程，总干渠109.42公里，3条干渠145.58公里，18条支渠214.97公里，2
条城市供水专用管线28.43公里。2006年11月，全省人民期盼了近半个世
纪的圆梦工程进入实施阶段。2014年12月28日，引洮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水务局供水办主任贾晔告诉记者，引洮一期工程通
水后，受益区群众再不用十里八坡去担水，不但告别了没水吃的历史，还和
城里人一样用上了自来水和太阳能热水器。

“以前烧水壶里结一层厚厚的水垢，现在根本看不到。”定西水务城市供
水有限公司巉口经营部经理刘亚军说，以前地下水硬度在500左右，如今洮
河水经净化车间处理后，控制在100以下。

规划之初，引洮供水一期工程覆盖范围为安定、陇西、渭源、临洮、榆中、
会宁6县区，实施过程中增加了陇通、会宁北部、榆中北山、天水市城区等供
水工程，受益人口由规划之初的154万人增至305万人。引洮工程自通水
至今，已安全运行2000多天，已经成为沿线城市生活、生产的主力水源，提
高了受益区城乡供水保证率。

城市不再和农田“抢水喝”

初秋时节，走进陇中大地，蓬勃的绿意和丰收的喜悦融为一体。记者在
调查采访中发现，洮河水来了，解决的不只是群众吃水问题。

在定西市安定区符川镇，洮河水从引洮总干渠的渡槽流向田地。符川
镇兰星村60岁的村民陈广贵是农民用水者协会会长，他正在为村民陈生禄
刷卡放水。“这就是我们农民田里的‘自来水’，想大就大，想关就关！”陈广贵
说，以前是大水漫灌，浪费大、污染大，草籽和垃圾都随着灌溉冲到了田里，
如今的喷灌，管道铺设到了田间地头，给他打个电话刷卡开关，不但便捷还
安全节水。

“这200亩片区，1万棵树，只要设定1万斤钾肥，7至8个小时打完就可
以了，两个人就能完成，一个人在机房看机器，另一个人在田间察看滴灌装
置。”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甘富果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志辉说，引洮一
期工程通水后，他们的果园不仅告别了用车拉运黄河水灌溉的历史，施肥还
实行“水肥一体”滴灌方式，不仅节约了用水和人工追肥成本，果树还能快速
进入丰产期。

白银市会宁县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军平介绍，引洮供水
一期工程通水，彻底解决了城市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矛盾，增加了保灌面
积，有效增强了受益区农业抵御干旱灾害的能力，推动了高原夏菜、马铃薯、
中药材、青储饲草、花卉等特色农业和新型农业的蓬勃发展。

新产业因水而生

在洮河水的滋润下，陇中大地不再为水发愁。令人欣喜的是，他们还靠
着洮河水开启了崭新篇章。

“以前制1升蒸馏水需要3升水，现在能节省10%至15%！”甘肃扶正药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睿举说，洮河水水质较好，年节水量3000
吨左右，制水时各种药剂使用量也相应减少。

充足的水源和水资源指标，成为招商引资的比较优势，吸引越来越多
的项目落户。优质水源还提高了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甘肃会
宁亿源养殖有限公司的牛棚里，奶牛们悠闲地在自动饮水器里饮水。“1头
牛一天需要50公斤至100公斤水，产奶35公斤至40公斤，洮河水污染
小、安全性高，加上水质软，很适合养殖奶牛。”公司副总经理杨永强说。

“下一步，我们将突出引洮工程的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加强与
地方政府协调配合，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水资源优化配置为手
段，强化运行管护，引导受益区把水用好，为受益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水资源保障。”甘肃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天革说。

随着引洮一期工程的安全运行，“中国药都”“中国薯都”“中国西部草
都”等产业品牌迅速崛起。这一工程不仅解决了305万人的生活用水，还为
陇中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和活力。曾经因为干旱缺水而贫瘠落
后的陇中大地，在洮河水滋润下，产业活了，农民富了，日子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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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定西市甘肃定西市符川镇兰星村村民陈生禄正在灌溉符川镇兰星村村民陈生禄正在灌溉。。 赵赵 梅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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