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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订单多，过年也闲不下来
“江北民俗乐器第一镇”一年到头生意没淡季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遥 展萍 本报通讯员 杨传灵

春节旺季

订单多得做不过来

农历腊月廿三一大早，乐泉村
德高望重的乐器制作高手高振保，
在安排完儿孙串亲戚之后，自己在
院子里欣赏起刚买的一块上等蟒
皮来。

这块蟒皮长7米有余，最宽处
近1米，鳞花均匀，皮质坚硬，这是
高振保花2万块钱进来的上等好
料。“上千条蟒皮才能遇到一条好
皮，这条可是我大半辈子以来买得
最贵、最满意的一张皮。”高振保乐
呵呵地向记者“显摆”。

蟒皮是用来做二胡的。63岁的
高振保从上世纪 7 0年代开始做
乐器，以二胡为主。上世纪80年
代当地乐器厂破产后，他们一家
就开始民俗乐器的作坊式经营，
还注册了自主品牌“乐泉”商标，
成为村里第一家做乐器并因此而

发家的“万元户”。
2011年，高振保的乐器厂仅二

胡就做了1000多把，最远的销到云
南、黑龙江，筝、笛、琴等各类民俗
乐器均有出品，年获利近40万元。

“这都过小年了，还不休息休
息？”

“嗨，春节前后是旺季，订单多
得都做不过来。”高振保说，二胡销
量最好，一把琴从第一节檀木开
始，切割、打磨、凿、雕等几十道工
序下来就得五六天，“每天晚上做
到八九点，供不上卖的”。

改变作坊式生产

小镇想走品牌化之路

尽管庙山镇的乐器产业红红
火火，但像高振保一样敢把“高振
保制作”字样刻在每把乐器上的家
庭作坊却是少数，大部分家庭作坊
还是以贴牌制作为主。

“要想把庙山打造成全国知名

的民俗乐器生产基地，光做好不行，
还得做大做出品牌来。规模太小、没
有自主品牌，经不起市场竞争。”庙
山镇的领导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去年，由该镇乐器生产大户李
杰投资的第一个民俗乐器展销中
心——— 鲁南乐器展销中心建起来
了，把拥有自主品牌的二胡、琵琶、
葫芦丝挂在墙上，供客人挑选。

“现在条件好了，娱乐就多
了。”高振保对销路并不担忧。“一
年到头没有什么淡季，特别是十七
届六中全会后，全国各地的剧团、
民乐培训机构、学校等客户多了起
来，几十种乐器都有订单。”鲁杰乐
器厂副总经理秦宁宁也对前景表
示乐观。

目前，庙山镇已经成立了民俗
乐器制作协会。新一年，镇上正打
算依托乐器展销中心，改变小作坊
乱用品牌、贴牌加工的现状，带动

“江北第一民俗乐器镇”从作坊走
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路子。

走在庙山镇的乡村街道
上，路两边都是暗红色的粉
末，那是檀木料的颜色。二胡、
京胡、琵琶、扬琴……做乐器
已经成为庙山镇的主要产业。

庙山镇的工作人员说，早
在明末清初，乐泉村村民已开
始手工制作二胡、京胡、坠琴等
民俗乐器。目前，民俗乐器制作
主要集中在乐泉村及其周围，
镇内有大小乐器生产企业180多
家，自主商标21个，直接从业人
员有近1000人，乐器品种30多
种，年产乐器13万件，销售收入
达3000万元。产品销往上海、北
京、天津、青海、河南、新疆、宁夏
等3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乐器不仅卖得好，吹拉弹
唱几乎家家都有绝活。年味儿
正浓，采访中记者得知，该镇
春节拜年的习俗除了走亲戚、
串朋友，各家各户还会拿出自
己做的乐器吹拉弹唱，用“斗
琴”来切磋技艺。

村民拜年

“斗琴”切磋技艺
本报记者 刘遥

看过红红的中国结，听过悠扬的二胡声，行走在新春的革命老区——— 临沂的城乡，清新的气象一时让人目不

暇接。

独具特色、行销世界的临沭柳编产品；因电视剧《沂蒙》而出名的古朴山庄；独具慧眼，紧紧抓住的新能源

经……崭新的红色临沂具备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资本。

春节前后，本报记者兵分六路深入蒙山沂水，探寻这崭新面貌背后的沂蒙乡亲和沂蒙精神。即日起，本报“新

春走基层”栏目推出“老区春行”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除了除夕、初
一，在家没事的手
艺 人 都 会 做 做 乐
器。”1月30日(正月初
八 )，在郯城县庙山
镇乐泉村，家家户户
做乐器的，只要没有
其他重要的事，都没
有停下手中的活。

在有着“江北民
俗乐器第一镇”之称
的庙山镇，做乐器是
村民们的主业，也是
他们生活的重心。琴
声悠扬中，本报记者
走进了乐器制作的
中心村——— 乐泉村。

开篇的话>>

高振保（左）向本报记者
刘遥展示蟒皮。

高振保（右）教本报记
者展萍给二胡筒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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