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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组团来买泰山玉石

高铁让石蜡村出了风头
策划：路冉冉 采写：本报记者 李芳芳 见习记者 邵艺谋

提起界首，不少泰安人联想
到了泰山玉和泰山石，随处可见
的石头、店铺和加工玉石的工人，
成了这里的标识。最近，这些玉石
人有了新话题：京沪高铁可以运
行了，生意会更好！

“现在闲着没事就谈京沪高
铁，11 号不是试运行吗，我们在
界首桥上站了半天，看到火车，立
刻被它的速度和气势镇住了，真
快！”在界首桥东经营泰山石生意
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基本上

是看着京沪高铁施工的，生意不
忙的时候，左邻右舍就会聚到一
起，或者谈工程的进度，或者谈以
后的发展。

石蜡村距离界首桥只有几百
米，这个玉石储量能占到总量

90% 的村庄，看起来更像是泰山
玉的集散地。一位姓李的女士告
诉记者，她每天都骑着三轮车在
路边零卖玉石。“听说泰安是一个
站点，又多了一个站，这下可热闹
了！”李女士说。

中午 12 点左右，吴学鹏开着
拉满泰山玉石成品的三轮车准备
回家吃饭，听到谈论京沪高铁时
他停下了车。

“虽然我们村距离客运站
有一定距离，但我觉得京沪高
铁给泰安的影响应该不只局限

于几公里的路程上。”吴学鹏
说，几年时间里，他明显感觉到
泰山玉和泰山石的名气越来越
大，闻声而来的外地买家多了
起来，他相信京沪高铁让交通
更便利，会拉来更多全国各地
的买家。

经营名为泰山碧泰玉石店
的朱传玲给出了同样的观点，她
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操着外地口
音的游客来店里买泰山玉成品。

“他们都是来爬泰山的游客，下
山后组团来玉石店里买成品，最
近一段时间销量还是不错的。”

朱广玲说，她听说现在京沪高铁
客运站已经吸引了很多项目进
驻，有餐饮、宾馆、零售、旅游等，
等到客运站正式使用后，应该还
能带动很多产业的发展，包括泰
山石和泰山玉这些带着泰山文
化的产品。

记者在石蜡村村口看到，高
大的牌坊上挂了一个写着“泰山
玉石城”的牌子，周围还插满了各
色的彩旗，不时有挂着鲁 A、鲁
U、京 B 等外地牌照的车从牌坊
下经过。

“这是我们刚刚建成的泰山
玉石城，‘五一’开的业，目前正在
招商中。除了我们本村村民，还会
有很多感兴趣的外地经营者来玉

石城开店。”石蜡村党委书记宋广
林告诉记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
时间玉石城便落成了，占地面积
约有两万多平方米。

负责泰山玉石城具体项目的
李家庚指着一座外表看起来有点
像古建筑的玉石商城说，目前总共
有 31 个玉石店入驻，占全村玉石
加工销售总户数的15%，发展空间
还是很大的。“泰山玉涨价前，我们

村只有五六户从事玉石生意，而现
在则达到了两百多户，占全村总户
数的一半还要多。如今，京沪高铁
马上就要运行了，我们综合了天
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建成了玉石
城。”李家庚说。

宋广林告诉记者，为了把泰
山玉的市场打出泰安，他们一直
在想各种方法，把村里从事玉石
加工的农户集中起来，扩大销售

和加工规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
京沪高铁的建成，让他们把眼光
放得更远了。“我们打算拿下几个
广告位，打上‘泰山玉石城’的名
号，把石蜡村名声打响，把泰山玉
市场做大，把泰山玉文化宣传出
去。”宋广林展望着，他同时还期
盼着玉石城能借着高铁的高速度
快速成长，吸引全国各地的玉器
来这里集中展示。

高铁成“玉石人”新谈资

期待高铁拉来更多外地买家

“等高铁通车后，我们还将筹
备一个占地340亩的新玉石城———
中道文化城，争取把所有散户进行
整合，规范玉石市场。”宋广林向记
者介绍，高铁修到了家门口，外地游
客也越来越多，依靠泰山这个大品

牌，努力发展大旅游和大经济，建设
一个更大的玉石城很有必要。

对于京沪高铁开通对泰山玉
和泰山石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泰安市旅游局纪检组长张朝晖介
绍，京沪高铁的开通，成为泰山玉

和泰山石作为泰山文化的载体，
借助京沪高铁这个渠道会很快地
走向全国。

“目前我们拥有成熟的品牌
推广和产品研发模式，泰山玉和
泰山石本身已经具有了深厚的文

化内涵、广阔的市场前景和精致
的开发工艺，对于以后的发展，京
沪高铁的运行是一个很好的助推
器。”张朝晖说，另外，京沪高铁的
开通，还将有助于提高泰山玉在
全国玉石中的等级层次。

界首是京沪
高铁泰安段的起
点，同时也可谓
泰山石和泰山玉
的集散地。从京
沪高铁开工建设
的一刻起，便注
定能分到“一杯
羹”。附近的石蜡
村更是借助天
时、地利、人和，
建起了泰山玉石
城，期待玉石的
发展也能攀上京
沪 高 铁 的“ 速
度”。

玉石发展争取搭上高铁速度

高铁成泰山“石产业”助推器

12日，两位村民开车经过泰山玉石城门口。 本报见习记者 邵艺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