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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内六六成成滑滑雪雪手手套套都都是是嘉嘉祥祥产产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给“嘉祥手套”带来新商机

嘉祥不仅有石雕，还有手套，而且都做成了大产业。目
前嘉祥年产手套600多万打，年销售额15亿元，拥有上千种
手套产品的生产加工能力及60余项专利产品，产品销往欧
美、日本、韩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
手套名城”。嘉祥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滑雪手套生产基地，国
内市场的滑雪手套六成以上来自这里，其出口量也占行业
出口总量的76 . 38%。随着北京冬季奥运会申办成功，“白色
经济”为当地企业带来了新商机，嘉祥正积极抓住机遇转
型升级，以创业带动产业发展。

在嘉祥县闫宾峰的手套加工
厂内，大约170平方米的自家二层
小楼里，有序摆放的40台机器前，
工人正熟练地进行手套加工。除
了工厂里的这40多台机器，闫宾
峰还将30多台机器送到技术娴熟
的村民家中，以便他们在家里加
工。

1980年出生的闫宾峰开办手
套加工厂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就
达到了年产1万多打、20多万双手
套的规模。

而在嘉祥县新挑河的一个手
套加工厂，一间大约600平方米的
车间里传出阵阵有节奏的缝纫机
的声音，近200名“娘子军”正伏案
缝制手套。这个加工厂年产各种
手套30万双左右，“近几年，生产
手套的数量每年都呈递增趋势。”
该厂负责人江海英说，这个加工
厂是济宁市剑华中兴滑雪制品有
限公司的分加工厂之一。而剑华
中兴可年产各类防寒、运动手套
1000万双，约占整个嘉祥县总产

量的百分之十。
位于济宁市西部的嘉祥县是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与中国针织
工业协会联合命名的中国手套名
城。据嘉祥手套业协会会长陈建
华介绍，嘉祥的手套产业起源于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是台湾的
一家合资企业，由于体制的原因
没有发展起来，解散后，曾经的技
术、业务人员散落在嘉祥县的各
个地方，他们办起了家庭作坊式
的手套加工厂。

2000年，广州人黄健昌第一
次走进嘉祥，看中了嘉祥手套加
工生产初具规模的产业供应链
条，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
在嘉祥投资办了手套厂。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黄健昌的工厂每年
能有100多万双滑雪手套的订单。

在嘉祥，像黄健昌、闫宾峰这
样利用手套创业的人不在少数。

“目前，嘉祥县有手套生产加工及
配套企业200多家、加工户500多
户，年产手套600多万打，带动就

业5万多人，加工户覆盖全县80%
以上村居，形成了‘总部经济+分
厂+加工户’的发展模式，带动辅
料生产、设备供应等配套企业50
多家，兴建了物流、商贸中介等服
务企业十余家，打造出铺天盖地
的创业带动发展格局。”嘉祥县副
县长王从奇说。

2012年，全县手套企业已创
建技术中心47家，拥有专利产品
60多项。在企业自主品牌建设方
面，培育出“笑意达”、“曾子故

里”、SUNTEX等20余个品牌。
2008年，由嘉祥县制定的滑

雪手套标准，正式成为山东省地
方标准颁布实施，该标准不仅是
嘉祥县手套产业的质量规范，也
填补了国内相关标准的空白。在8
月21日举行的第4届中国针织产
业集群年会上，中国针织工业协
会和嘉祥县政府正式签署协议，
双方将共建滑雪手套行业标准，
这将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滑雪
手套质量标准规范。

嘉祥县手套行业协会会长、
中兴手套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说，
申奥的成功势必会带动“白色经
济”的升温，嘉祥必须提早布局，
才能抢占市场先机，主要抓手则
是转型升级。

“嘉祥手套产业处于链条上
的中高端，大部分是贴牌生产，
单纯的来样、来料加工，导致了

企业在产品研发设计、技术改造
方面不够重视，现有的自主品牌
款式单一、设计上不足等这些问
题都是手套产业未来发展的制
约因素。”嘉祥县副县长王从奇
说。

2012年，嘉祥县邀请中国针
织工业协会组织国内知名专家

“把脉诊断”，制定了嘉祥手套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投资12亿
元规划建设了占地500亩的手套
产业园。全部建成后，可吸纳1 . 3
万人就业，形成年产手套400万
打、销售收入20亿元的规模。目前
手套产业园已经投入使用，现在
已经入驻了12家企业，并且有7家
企业投产。产业集群发展的效益
逐渐凸显出来。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庄子帆 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

借力奥运“白色经济”，嘉祥打造自主品牌

手套加工厂开进全县的农家院

嘉祥制定的手套标准成为全省标准

在嘉祥县一手套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制作手套。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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