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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红绳，结出小镇大产业
临沂红花镇中国结产业让村民致了富，还走向了世界
本报记者 张帆

1 月 3 0 日 (正月初

八)，临沂郯城县红花镇

还处在过年的氛围中，

红红的中国结在这个镇

的各个村子里显得格外

漂亮。54岁的王庆珍说，

“靠着中国结，俺们手里

的钱也多了”。

虽然红花镇中国结

成规模的生产仅有13年

历史，但在这13年的时

间里，中国结生产从家

庭作坊发展成产业集群

并辐射鲁南、苏北等地

区。这些饰品在畅销国

内市场的同时还出口美

韩日等地，占到全国80%

以上的市场。

红花镇的中国结产

业是如何形成的，又是

如何带动村民致富的？

春节前后，本报记者走

进了中国结之乡——— 红

花镇。

80岁的老婆婆

也能到厂里编中国结
郯城谚语，官三，民四。意思

就是做官的以腊月廿三为小年，
老百姓以腊月廿四为小年。从小
年开始，民间真正开始进入热热
闹闹的春节。

1月17日，农历腊月廿四，临
沂郯城县红花镇54岁的王庆珍
正收拾着家里的各种丝线准备
忙年。“忙活了一年，编了成千上
万个结子，现在收拾收拾好过
年。”王庆珍笑着说。

这一天，王庆珍把编中国结
的丝线、钩针、模板收拾妥当，腾
出大桌子，打扫干净屋子。她让
80岁的婆婆在阳光下的院子里
坐着，边干活边和婆婆聊天。

今年是王庆珍编中国结的
第11个年头，每年从王庆珍手里
结出的各种中国结有上万个，而通
过这些中国结，作为一名村妇的王
庆珍每个月有了700元的收入。

“我家还有我婆婆也在做中
国结，因为年纪大了，能做的活
有限，所以一个月的收入是一百
多块。但是做这个手艺一点不
累，婆婆也喜欢到厂子里跟好几
个老姐妹在一起说说话，还能挣
着钱。”王庆珍说。

到了春节，王庆珍拿出攒了
一年的钱，分成了好几份。“这份
是家里买鞭炮的，那份是给孙子
们的压岁钱……”王庆珍说，“有
了这些钱，日子过得宽裕多了，
农村人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知
足。”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红花
镇，像王庆珍一样的农村妇女越
来越多地加入到编中国结的队
伍中来，整个镇已形成中国结生
产专业村15个，专业户3000户，
共有大型中国结工艺品公司4
家，年创产值1亿元，从业人员达
6000余人。

不耽误农活

一个厂一年编出100万
中国结源远流长，可以追溯

到上古时代，《周易·系辞下》载：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
以书契。”在古典文学中，“结”一
直象征着青年男女的缠绵情思。

在红花镇轩然工艺品厂，负
责人杨红喜欢给来参观的客人
介绍中国结的历史。学问不深的
杨红喜欢“结”这个字，她说“结”
就是把人们的感情结在一起，结
发夫妻结住的是两个人的感情，
而中国结结住的是整个民族的
情谊。

在红花镇，杨红负责的工艺
品厂以生产中国结为主，因为产
量大，产值高，在镇上小有名气，
很多人慕名而来。

在轩然工艺品厂门口挂着
“残疾人就业点”的铜牌，杨红
说，因为编中国结简单，只要双
手双眼健康，就不会影响挣钱。

杨红说，订单最多的时候是
夏末以后，每天都有60个工人在
厂子里编中国结，还有分散在临
沂及周边的二十几个加工点。杨
红说，工人一般都是村里的妇
女，工资按照件数统计，所以一

般不会耽误地里的农活，还能补
贴家用。

每年杨红的工艺品厂产值
有一百多万元，这一百多万元的
产品都是杨红带着村民一根线
一个结编出来的，这些中国结不
但带动了红花镇中国结产业的
发展，还给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
力解决了就业问题。

足不出镇

结连世界
从手中的五彩丝线，到货运

到全国各地，杨红基本不需要走
出红花镇。

在工厂的二楼车间里，整整
齐齐地摆放着十几台机器，这些
机器是生产大型中国结所需要
的泡沫绳。

每台机器可以将泡沫芯用
绒布缠好，变成或红或金的泡沫
绳，不但速度快，而且质量高，十
几台机器两个工人就能照看过
来，节省了人力。

杨红拿着泡沫芯说，现在整
个红花镇的中国结都变成了集
群产业，比如这种泡沫芯原来需
要从外地进货，但从2011年开
始，镇上就出现了生产厂家，不
但省了运费，还能更好地与生产
厂沟通，“都是邻居，好说话。有
时候要得多了，要得急了也好商
量。”杨红说。

红花镇的中国结走得最远
的距离是美国，但是对于杨红来
说，与美国直接做生意的经验几
乎为零。每年杨红都是从义乌接
到订单，产品生产好后交给义乌
的外贸公司，再由义乌出口。

杨红在小年前得知，现在红
花镇做外贸生意，出口退税不需
要到县里办理了，直接在镇上就
能办理，方便了很多。

杨红说，她要在春节与家人
好好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拓宽
销路，直接与外商做生意。“虽然
我们在村里，但是眼光要放长
远，让中国结把外国人的情谊也
结进来。”杨红说。

在工厂二楼，轩然工艺品厂的负责人杨红（左）向本报记者张帆介绍中国结泡沫绳的生产。
本报记者 展萍 摄

在临沂红花镇轩然工艺品厂，负责人杨红介绍工厂展厅中的中国结样品。 本报记者 展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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