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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胶 州 靠 制 帽 产 业 出 圈
“全镇 30%人口从事制帽相关行业、制帽

有关企业 620 家、规模以上制帽企业 82 家，年

产各类帽子 12 亿顶、制帽产业年产值达 40 亿

元、全球三分之一棒球帽产地，产品行销欧

美、拉美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打开手

机搜索“中国制帽之乡”，关于山东省胶州市

李哥庄镇制帽产业的数据十分亮眼。

“ 凯 盛 制 帽 、彤 彤 布 料 、天 润 帽 子 辅

料 ⋯⋯”走进李哥庄镇鑫窑新村，记者发现

了这里的与众不同，一条 3 公里的移河路，道

路两侧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种制帽原料、辅

料商户近 100 家。

李哥庄镇“中国制帽之乡”的故事也就发

源于这里。

合作共赢，产业启航

1985 年，祖籍山东的香港商人徐滋斌与

李哥庄镇工业品公司合作成立了青岛飞龙金

冠帽厂，这是胶州第一家制帽企业。凭借先

进的技术和畅通的销售渠道，仅用了 3 年时

间，员工规模就扩大到 1000 人，年生产各类

帽子 150 万顶，企业也成为国内制帽领域的

龙头企业。

1996 年，港商独资企业圣龙帽厂成立，

进一步扩大了李哥庄镇制帽产业的影响力，

企业员工最多的时候达到 6000 人。

随着李哥庄镇制帽企业影响力的提升，

不少外地商人纷纷到李哥庄镇，围绕进料、绣

花、制线、帽盖、帽扣等制帽行业的上下游进

行投资，推动着李哥庄镇的制帽产业规模进

一步扩大。“一顶帽子需要 18 道工艺、近 10 种

辅料，之前还得外出采购，后来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自给自足。”李哥庄镇党委书记刘强说。

2008 年，全国各地都在聚焦区域特色产

业基地建设，李哥庄镇将制帽产业作为主导

产业，提出了建设“全国最大制帽生产基地”

的目标，制定了产业长期发展规划，出台了诸

多扶持措施，于 2009 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和中国少数民族用品协会共同授予“中国

制帽之乡”称号。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劳动

力密集型制帽产业不再适应行业发展规律。

飞龙金冠帽厂、圣龙帽厂等传统制帽企业都

纷纷破产重组，而在大厂中工作多年的业务

骨干们也都抓住产业转型的机遇，在家做起

了制帽生意。

“现在我们可以在家里接活干，还能看孩

子，又有收入，真是太好了。”走进村民张明珍

夫妇的家里，客厅的一半被单独间隔出来，摆

放了 3 台缝纫机，这几天接到了附近几家帽

厂的活，张明珍两口子忙着一顶接一顶地缝

制着帽檐。

得益于李哥庄镇制帽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形成的规模效应，工厂的订单供不应求，而企

业的老员工工资低了没动力，工资高了生产

成本太高，当地商会和一些企业逐渐想出了

这个“全民制帽”的“土”办法。

“帽子这个产品的体量比较小，是大流水

作业，而且制帽工序的多样性使其能够适应

不同年龄段，非常适合在家庭中生产。”胶州

市制帽行业商会会长陆玉珍说，“大家开玩笑

说我们现在是‘三不限’生产模式，不限时间、

不限地点、不限年龄⋯⋯随便敲开李哥庄镇

一户普通人家的门，他们可能就在从事包扣、

折布条、帽盖上车线等配套工作。”

“村村机器响，家家致富忙”，在“小而散”

的全民经济模式下，李哥庄镇连续多年入选

全国镇域经济 500 强，先后荣获全国重点镇、

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全国美丽宜居小镇等

荣誉称号。

供需变化，转型艰难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悄然而至，作为订

单式经济的制帽行业，也迎来了行业需求的

转变。“之前都是大批量订单，一批货干一个

月，虽然利润低，但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几百

顶的小订单越来越多，虽然利润高，但是工期

紧，工艺要求高，以前的技术难以胜任现在的

客户需求。”谈起需求端的变化，青岛冠达制

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勇忧心忡忡。

“这几年，这种个性化定制的小单份额已

经从 5%涨到了 20%，每年都在快速增长，这

种形式是未来市场的需求，我们要‘活’下去，

必须要抓住这些小订单。”孙勇告诉记者。

“规模大的企业资本实力雄厚，通过去东

南亚投资建厂，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大

部分企业实力不够，也不想外出，就只能从产

业转型升级上找办法、找出路。”陆玉珍说。

面对行业困局，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

有限公司给出了他们的解法——数字化改造

升级。

在前丰制帽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手臂

上下翻飞，自动缝纫机运行流畅，很快就在帽

檐上勾勒出了刺绣的轮廓⋯⋯“来的客户都

说，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制帽厂。”青岛前丰国

际 帽 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王 爱 美 自 豪

地说。

“其实我们也是没办法，不转型就要面临

被淘汰。”谈起转型升级的初衷，王爱美告诉

记者，“当时所有行业都在搞数字化转型，所

以我们也是从数字化改造下手”。

转型之路注定是曲折的。前丰制帽首先

要做的，就是把生产线生产要素数字化。“一

开始我们引入了市场通用的 ERP 数字管理

系统，但因为是通用，所以无法进行个性化定

制，系统很快就沦为了摆设。”转型刚起步就

遇到了似乎难以解决的困难，当时的王爱美

一度打起了退堂鼓。

“想想奋斗了几十年的企业，再苦再难也

得干。”吸取了失败教训的王爱美，自己组建

了专业 ERP 团队，围绕生产全流程进行一对

一系统定制，成功研发出了行业首个数字化

管理系统。随后更是针对制帽生产线进行自

动化升级，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改造，一个

流程接着一个流程攻克，一个细节接着一个

细节改进，7 年时间，3 代产品，最终成功研发

出了全球首套制帽机器人生产线。

“现在我们的制帽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

实现了 100%全流程覆盖，生产效率提升了

100%，人工费用降低了 50%，整个生产周期

缩短了 28%，生产成本下来了，生产效率也提

高了。”王爱美笑着说。

凭借数字化改造升级，前丰制帽成长为年

生产2000万顶、产值达4.1亿元的行业巨头，行

业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二位、全国第一位。

共享经济，抱团壮大

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固然显著，但巨大的

研发投入也限制了一些中小型制帽企业，如

何在投入少的情况下提高生产效率，“智慧共

享工厂”应运而生。

澳拓美盛智慧共享工厂最初是从事制帽

设备零售和租赁的，“做的时间久了，有时候

企业订单来不及做，也会让我们‘帮着做’”。

澳拓美盛智慧共享工厂董事长郭天昊回忆

道。后来“帮着做”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李哥

庄镇政府与制帽行业商会的引导和帮助下，

澳拓美盛专门做起了“共享”的生意。

“我们定位要做制帽行业的必要一环，所

以挑选了帽檐、帽带生产加工这两个重投入、

轻产出的生产环节。”郭天昊说，工厂一投产

就接到了众多制帽企业的大额订单。

“他们一次性投入了 100 多台机器，从他

们那订购比我们单独上一条生产线成本低、

效率快，大家分工协作，何乐而不为。”青岛叶

氏腾飞制帽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芳对共享工厂

很满意。

2022 年，全国首个帽饰行业工业互联网

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设备物联、数据中台、工

业 APP 等技术，全国的制帽企业都可以在平

台上进行共享，形成了信息共享、资源共用、

合作共赢的制帽行业合作新模式。自 2022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以来，线上订单量已

经突破了 1000 万单。

为了更好满足制帽行业发展需求，胶州

市提出在李哥庄镇建设“上合美谷”。“我们

规划了一个集零碳智能制造车间、智造研发

中心、工业互联网展示中心、共享制造国家

示范培训中心于一体的制帽产业集群共享平

台，可以助力制帽企业实现‘制造能力共

享+服务能力共享+创新能力共享+生态协

同’产业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

刘强说。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打造‘上合美谷’，

加强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与制帽行业的融

合，推动智改数转，鼓励企业加大对数字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和数字化运营，推广数字技术、

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提升

产业智能化制造水平，打造制帽产业新高地，

助力打造中国制帽之都。”胶州市副市长周林

表示。

□ 本报记者 刘 成

万村兴不能仅靠

﹃
万企来

﹄

李思隐

近日，在深入推进“万企兴

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会议上，安徽正式发布 2023 年

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先

进典型。不仅有实体企业，部

分地方区县、金融机构、商会、

基金会等也入选其中。案例多

元化的背后，折射出企业兴村

亟需多方合力。

乡 村 经 济 根 植 于 广 大 县

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不过从现

实来看，由于底子薄、产业链条

短，乡村建设水平并不高。有

些乡村培育了不少产业，却没

有相应的基础设施、金融支持

跟进。企业项目落户村镇后，

高昂的生产、物流等成本以及

匮乏的风险管控手段，让企业

的盈利难以为继。可见，实现

“万村兴”，光招得“万企来”还

远远不够。

实际上，不少地方推进“万

企兴万村”行动时，强调统筹谋

划、广泛参与。安徽《关于深入

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

坚持系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突出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前不

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4 年

全区“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推

进会上，当地也提出要凝聚多

方合力，推进工作落实。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是系统

工程，既要培育新型主体，也要

完善带动机制；既要考虑资源

禀赋，也要分析市场变化；既要

着眼当前需求，也要谋划长效

发展。要应对乡村产业体系建设带来的挑战，多方协调配

合、共同发力不可或缺。

因此，要扩大“万企兴万村”行动参与度，从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等各领域全面夯实乡村发展基础。通过加

强宣传推介，提升项目关注度，让社会团体、高校科研院所

等更多力量更快速有效参与其中。同时，地方也可以给予

更大支持鼓励，提升各方参与乡村振兴意愿。

此外，还要完善协调机制，让多方参与形成推进乡村振

兴的强大合力。如对于政府而言，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分

工；对于企业而言，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可通过“村集体+企

业+金融”等模式，实现同向激励约束。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践证明，借力“万企”振兴

“万村”已然可行。若汇聚更多合力，将助力乡村发展开辟

更广阔天空。

8 月 3 日，河北省隆化县章吉营镇香菇种植颇具规模。近年来，隆化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

业，目前隆化县食用菌种植总面积达 1091 亩，年产量近 4000 吨，农户年均增收 6000 元以上。

海 若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倪梦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白 鹅 养 殖 业 振 翅 高 飞
本报记者 吴 浩

一只只白鹅能在乡村振兴中起到什么作用？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鹅产业已发展成为

该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今年 4 月份以来，

全区孵化和销售鹅雏 1200 万只，创历史最高

水平，我们养殖户都很有信心。”呼兰区鹅产

业协会会长罗文秀告诉记者，近年来，哈尔

滨市呼兰区大力做好农村“土特产”文章，

不断做强“鹅”经济，推动产业“振翅飞”，有

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呼兰区紧邻松花江、呼兰河，拥有养殖

大鹅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地农民养殖大

鹅的传统由来已久。当地形成了以许堡乡黄

岗村为中心的养殖专业村，该村目前拥有 500

多台现代化鹅雏孵化设备，孵化量超过 1000 万

只。许堡乡也成为黑龙江省远近闻名的鹅雏孵化

养殖专业乡和全省最大的鹅雏孵化基地。

据 哈 尔 滨 市 呼 兰 区 鹅 产 业 协 会 统 计 ，2023

年，呼兰区共育鹅雏 750 万只、养成鹅 80 万只、产

鹅蛋 1200 万枚，鹅雏孵化、养殖量同比上年增加

30%，收益达 2300 万元，带动当地 400 余名村民人

均增收 1.3 万元。“我所在的文秀孵化养殖场，今年

孵化量达 150 万枚以上，产值近 1000 万元，企业营

收稳定增长，还带动本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罗文秀说。

去年冬天以来，黑龙江省旅游火爆，近期夏季

避暑游也再掀高潮。“铁锅炖大鹅”作为游客喜爱

的东北美食，有效带动了当地“鹅”经济发展。在

政策上，黑龙江省还出台政策文件支持推动鹅产

业振兴。在鹅产业发展强劲势头下，哈尔滨市呼

兰区本地鹅雏孵化量大幅提升，今年全区共投放

种蛋 1700 万枚，扩大鹅苗生产量，供应东北三省

及内蒙古地区。全年全区成鹅养殖量将突破 100

万只。

为了推动鹅产业发展，呼兰区积极培育和引

进了以福山腾飞牧业、金三角牧业、昌泰牧业 3 家

企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集“大鹅繁

育、养殖、屠宰及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体系。前

不久，金三角牧业、昌泰牧业联合成立黑龙江弘顺

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2.6 亿元建设“弘顺食品鹅系

列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加快推动呼兰区鹅产业转

型升级。

“我们将建设集大鹅屠宰、羽绒加工、鹅熟食

系列产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产业化园区。项目建

成后，年屠宰大鹅能力超过 1000 万只，加工羽绒

450 吨，解决当地 300 名劳动力就业，带动约 170

户农民从事大鹅养殖。”弘顺食品鹅系列产品精深

加工项目负责人于晶虹说。

哈尔滨市呼兰区委书记曹德友表示，呼兰区

将立足市场需求和当地特色优势，内引外联大力

招引鹅羽绒服、羽绒被、鹅食品精深加工等知名企

业，不断延伸拓展鹅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规模，做

大做强鹅产业这篇大文章。通过做强乡村特色产

业，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制帽企业产品在“上合美谷”帽子展示中心集中展示。 侯效玲摄

哈尔滨市呼兰区沈家街道大罗村肉鹅规模化养殖场哈尔滨市呼兰区沈家街道大罗村肉鹅规模化养殖场。。 白铭波白铭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