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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特别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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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一声：

“老乡们，回家了！”

时任新泰市羊流镇镇长的马

守元，当喊出这一声之后，自己有

两件事没有想到。“没想到当时很

冲动的一声，创造了一个镇域经
济百亿产业；更没想到老乡们能

耐太大了，把一个没有任何资源

的小镇，做成了中国最大的起重

机之乡。”现为羊流镇党委书记的

马守元颇有感慨。

羊流镇地处泰安和新泰之

间，原来100%靠农业，十万人口

靠天吃饭，一直到2002年，这个大

镇的地方财政收入才有100万元。

“羊流人从解放前就有出外

劈铁的习惯，钢铁厂炼出大铁块，

企业要用铁皮和小铁块，就需要

中间环节——— 劈铁。铁块大，需要

起重机帮忙运输。起重机哪不好
用了，我们就自己爬上去维修，时

间长了，对起重机里面的零部件

都熟悉了，对各类起重机型号也

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这算是羊

流人对起重机的初步认识吧。”现
为羊流起重机“三驾马车”之一的

山东泰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庆坦告诉记者。

“2002年前后，马镇长找到我

们村长，说是过年了，请老乡们回

家聚聚。马镇长那时也有私心，他

边喝酒边从怀里掏出一个规划

图，想在羊流建设起重机生产基

地。酒喝得起劲，这些在外的能人

自然个个举手，坚决回乡办厂。”

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徐庆坦指

着身边的马守元说：“他的一声吆

喝，才有了今天羊流起重机之乡
的美名。”

辉煌：

国内技术“大腕”

加盟小镇

在小镇上建起重机之乡，没

有科研人员是万万不能的。羊流

起重机“三驾马车”之首光明起重

集团董事长张清明，这位1978年

就给村里挣回三辆24马力拖拉

机，大连是他经常偷学技艺的地

方，一来二往，他跟大连起重机厂

总工吴铭山混成了熟人。

“全国起重机行业，像吴工

这种水平的人，不超过三个。而

我们就把三分之一的大腕挖来

了。”谈及吴铭山的加盟，张清
明很自豪。

“前几天，连云港来人要订

货，交谈中，他们对我们小镇的生

产能力和水平持怀疑态度。我赶

紧把吴工搬出来，吴工出来跟他

们一谈技术和趋势，带队的技术
总工当场拍板，1400万的货下订

单了。”谈及吴工的能力，张清明

喜在眉梢。吴铭山的加盟，让光明

起重集团迅速建立了山东省起重

机械研发中心，也因此获得了泰

安市历史上第一枚中国驰名商

标。

未来：

产业升级迫切

需要龙头企业

“羊流起重机产业起步晚，

2 0 0 3 年才开始产业链式发展，

但在一批能人带领下，目前已

经有 260多家企业参与到这个

产业链中来，去年销售收入102

亿元，年产起重机吊装能力 80

万吨。这些年累计起来，咱这里

的起重机总能力差不多能把地

球举起来。”已经在羊流镇干了
14年的镇党委书记马守元，在

感受这种巨变的同时，也在理

性思考羊流的未来。

“我们还是有烦恼的。”光

明起重集团当家人张清明打开

话匣子：“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

了春节，大家的事业在红红火

火的同时，谁能带领羊流走出

第二个辉煌？”64岁的张清明在

思考整个镇域经济发展，“技术
提升是很迫切的问题，谁能帮

助羊流产业升级？”

“我们做过市场调研，现在宾
馆酒店也开始用起重机传菜，新
建生产车间都用，这个市场十年

没有问题。关键是羊流起重机产
业群山无峰，需要起峰了。”马守
元正在忙着新一轮产业规划，甚

至开始帮助企业在精密器件研
发、产业配套、领军企业培养招商

等方面搞大动作了。

一个老镇长的一顿团拜宴，诞生了一个百亿镇域产业；一批能人回乡

创业，让贫乡僻壤机器轰鸣。小镇目前已经有260多家企业参与到起重机

这个产业链中来，去年销售收入102亿元，年产起重机吊装能力80万吨。这

些年累计起来，咱这里的起重机总能力差不多能把地球举起来。这就是自

称为“位于南京古都和现代京城北京中间”的小镇新泰市羊流镇。

之十二

新泰羊流镇：

能举起地球的“起重机之乡”
本报记者 李克新 马绍栋

【 】

在胶东工业强市文登，除了威达机械、黑豹汽车这样的老品牌企业

外，还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在这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家纺产业局；在这
里，考核一届政府的五大项经济考核指标中，家纺产业是单独必考指标；

在这里，从20岁的大姑娘到70岁的老太太，没有一个不会绣花的，不然这
个人就被视为缺少基本技能，就像女孩不会扎辫子……

原本95%靠外销的文登家纺，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思考
重振内销。

之十三【 】

威海文登市：

“鲁绣之乡”拿到2亿内销订单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克新 桑海波

家纺从业超13万人

“文登家纺历史悠久，素

有‘鲁绣之乡’的美誉，其兴起
于春秋，普及于汉代，是中华

民族悠久刺绣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谈及文登家纺的历

史，文登市龙山街道办事处党

委书记林治早如数家珍：“因

为文登家纺‘六朵金花’均聚

集在龙山街办，因此这里被誉

为文登家纺的孕育地。”

记者采访中发现，文登家

纺企业中，“云”字辈和“艺”字
辈企业特别多。“因为民间绣
花发达，解放后，文登先后组
建了绣花厂、刺绣厂等企业，

专门用来收集民间刺绣，然后
进行加工和组织销售。这些企
业后来改制，组建了新企业，

像绣花厂改制成艺源绣业，从
绣花厂出来创业的人，好几个

用了‘艺’作为企业名称之

一。”文登市家纺产业局局长

徐方告诉记者。

随着文登家纺产业化升

级，以龙山街道办事处为中

心，文登家纺在周围街办和开

发区成片发展。“文登家纺业户

已经达到4135个(业户是指用

工超过20人以上，固定资产达
到20万元以上)，家纺从业人员

超过13万人。”徐方点评说。

家纺车间“下乡”

盛夏农闲季节，文登市泽

头镇的农家妇女并没有拉呱

的时间。在东望仙庄，记者看

到在村委会原来闲置的仓库

里，40多名农村妇女正熟练地

操作着平缝机。一村民告诉记

者，她们正在给山东云祥绣品
有限公司初加工出口窗帘，

“在村里上班，不耽误农活和

回家做饭，一个月还能收入七
八百，当然好了。”

“这是文登家纺下乡的

一个代表。这相当于企业将

车间开到了农村，依靠农村
熟练的家纺技艺，既保证了

企业订单供货需求，也让农

村闲散妇女实现了再就业。泽

头镇80%以上的村都办起了

家纺企业或加工点，共有160

多家，吸收当地4000多名农村
妇女参与生产加工，年可帮助

农户赚取加工费 2 6 0 0多万

元。”徐方对文登家纺正在

探索的两条发展路径都极

力推荐和认可。

危机之中重振内销

原本95%靠外销的文登

家纺，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开始思考重振内销。“外

贸犹如‘领孩子’，而内销却是

‘养孩子’。养孩子虽然更辛
苦，孩子还是养的亲。”艺达集

团党委副书记张鹏超如此认

识开拓内销的好处。

对国外订单，文登家纺企
业由独家作战改为联合体作
战。去年上半年，鲁东艺品接

了一份700万元的订单，鲁东

自己做了400万的活，其余分

给三家联合体企业，四家企业
10天就完成了交货任务。

面对国际订单急剧下降

的现实，文登市家纺产业局带
着辖区规模企业全国巡展。

“以文登家纺为大品牌，以中

国驰名商标、山东名牌为巡展

核心，计划在全国三十个城市
开展现场展销活动。一年来，

已经转战了十几个城市，现场

销售家纺产品3300多万元，在

展销地及周边城市新设立家

纺专卖店93个，接内销订单2 .3

亿元。”徐方总结说。

羊流镇正在谋划起重机产业升级。 记者 左庆 摄

文登的家纺产品过去95%外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