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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江江江南南南北北北窗窗窗
上上上口口口窗窗窗帘帘帘装装装

有这样一个顺口
溜：大江南北窗，上口
窗帘装。这是赠给寿
光市特色产业镇上口
镇的一句美誉。

1989年，上口镇
第一家企业开始生产

“六丰”窗帘。以后，一
些农民放下手中的农
活，做起加工窗帘的
手艺人。带着上口印
记的窗帘窗饰产品，
就这样从小镇上走出
去。

文/本报记者 赵松刚 片/本报记者 吴凡

窗窗帘帘撑撑杆杆加加工工。。
一个决定激活“窗帘镇”

寿光上口镇的窗帘发展
要追溯到1989年。

1984年，当地六丰集团完
成股份制改造，成为山东省
第一家私营企业股份制改造
企业。1989年，六丰公司决定
生产“六丰”窗帘，可是令小
镇上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决定影响的不止是一家
企业。

整个小镇，将从这个决
定开始，发生产业结构的改
变。

不到一年光景，六丰的
窗帘从最初的手拉窗帘开
始，开发出带有遥控、声动的
电动窗帘。这种遥控、声动的
电动窗帘，填补当时国内窗
帘业的一项空白，顿时令“六
丰”名声远播。

随后，窗帘生产规模不

断扩大，六丰公司开始在全
国布点发展，从上口闯进寿
光市场，从寿光迈进潍坊市
场，从潍坊到山东，随后出现
在全国各地的窗帘市场。

之后，六丰集团的掌舵
人李友春决定将窗帘专利技
术在小镇推广，先后办理40多
期培训班，将这项技术交给
镇上4000多名学员。

这个决定让大大小小的
窗帘企业、个体户、安装店在
小镇开了花。

上口镇的“特色地标”

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
在上口镇的街道上行走，窗
帘加工店会是一个不断出现
眼前的特色“地标”。

丰源窗帘厂的李美玲只
有26岁，却是一个从事9年窗
帘加工的老工人。从18岁开
始，她就在这家窗帘店内，窗

帘加工的机器旁，一坐就是9

年。跟她一样在镇上打工的
年轻人很多，从事的主要职
业就是做窗帘窗饰工人，窗
帘这个行业养活很多人。

从事9年的李美玲眼看
窗帘带给小镇的影响，带给
这座小镇的新鲜血液。很多
人以此为生，多年来的生活
都是伴着这行业一路走来。

新兴窗帘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韩洪秀说，从2000年建公
司至今，如今已包括一处生
产工厂和一处销售门头。这
样，生产后的窗帘产品，就可
以直接在自己的门头进行批
发和销售，利润最大化。

“起步时不容易，刚开始
只是搞销售，从其他地方进

来一些半成品，然后进行批
发和零售。”现在，韩洪秀已
经拥有一个工厂，能够加工
制作一些半成品，但一些配
件还是需要从其他的一些厂
家发送过来。从最多时候的
三四十人，到现在只用10多人
就可以正常运作，“机器更新
了，用的人手就少了。”

做最好的窗帘窗饰基地

据介绍，上口镇窗帘已
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及东
南亚等国，年可实现销售收
入23亿元，被群众誉为“江北
窗帘窗饰第一镇”、“上口窗
帘甲天下”。“六丰”、“通利及
图”商标均被命名为山东省
著名商标，“天成“、“雅美“等

企业正在积极争创省级著名
商标、省级特色产业镇明星
企业、全国著名商标。

记者在一项上口镇发展
目标上看到，到2015年，上口
镇窗帘窗饰加工行业达到80

家，年销售收入达40亿元，并
培育1至2个中国名牌产品，3

至5个山东省名牌产品，成为
江北名副其实的最大的窗帘
窗饰产业基地。

当然，上口镇的窗帘发
展也有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个体经营为主的窗帘市场缺
乏一个整体的、规模性的窗
帘生产发展，现当地政府也
在试图创立窗帘协会，以“集
聚”的形式推动上口镇窗帘
的“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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