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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实木家具应有尽有，尤其是长江以北市场上有一半以上的餐

桌餐椅都是这里生产的。”在德州市宁津县宁津镇的家具展厅，各式各样

的家具让人应接不暇：餐厅家具、卧房家具、客厅家具、书房家具等民用系

列；经典中式、简约欧式、后现代实木、明清古典等典型风格……从上世纪

90年代村村户户的小作坊到如今龙头企业带动、市场分工明确、销售遍布

国内外的产业集群，宁津走出了独有的家具特色产业之路。

之十五【 】

德州宁津：

做出江北50%的实木家具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克新 马绍栋

宁津家具行销全球

就在全国家具行业忙着应对金融

危机的时候，坐落在鲁北平原偏僻小镇

上的宏发木业，却忙着从法国进口上等

的榉木，并把自家厂区大院堆满了。“别

发疯了老谢，这时候现金是最好的东
西，这些原料说不值钱一文不值。”都在

这个镇上干家具的同行善意劝解道。

“那是2008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形

势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法国老客户可能

遇到资金周转困难，主动提出来要用我

们的家具与他们采伐厂的榉木物物交

换。上等的榉木在法国现货价格每立方

不到100欧元，而国内同等木料价格在

每立方2300元(人民币)。当时我也是冒

险，将出口欧洲的家具，全部换成了法

国榉木。”宁津宏发木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谢春亮告诉记者。

一口气，老谢换回了近万立方上好

的榉木。“如果金融危机不是这么快转

好，说不定这些榉木害了我。”老谢现在

可以笑起来了。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快速

反弹，老谢一院子榉木赚了不少银子。

“我们去年开始转型研发，这些都
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新品牌实木家具产
品。”在利德木业产品展厅，总经理朱春

林指着一排排沙发向记者说道。展厅里

的实木家具种类非常全面，以欧式经典

风格为主，从高雅雕花办公书橱到精致

小巧的床头柜，再到大气典雅的实木办

公桌，让人忍不住立刻就想带一套回

家。

“这次去上海的收获又不小。”刚刚

从上海家具博览会回来的宁津宏发木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春亮，一见记者就

兴冲冲地说道。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

跟此前参加许多次展会一样，这次去上

海又让他认识了新的客户，并带来了丰

厚的订单。

进入宏发木业厂区，大门口的招工

广告异常显眼，包括喷漆工、雕花工等

在内各类与家具生产环节相关的工种

都受到热捧，待遇丰厚。在各个生产车

间，一排排加工过的桌椅框架躺在传送

带上等待着机器进行喷漆；工人们则正

在各自岗位上忙着加工生产，一个个标

准化的桌椅配件从他们手中流向产品

组装区……“这些都是出口法国的，现

在订单不是问题，关键是招不到足够的

人手。”谢春亮指着一堆包装箱说。

政府引导村企长大

“现在宁津做家具的龙头企业原来

都是在村里的。”宁津镇党委书记许书

旺向记者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

期，宁津的家具产业就已经凸显端倪。

村里的农户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机械开

始加工床、沙发、茶几等小型家具，

主要卖往当地以及河北等地。“到
2000年初的时候，各村的家具产业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政府意识到

如果把这些小作坊放在村里，它们永

远也长不大，于是便开始引导企业进

入开发区发展。”

据宁津县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付

德林介绍，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

策鼓励家具企业做大。其中包括成立基

础设施完善的开发区，同时给予企业部
分启动资金并通过财政协调金融机构

给予企业贴息贷款等土地、资金优惠政

策，引导企业进入开发区发展壮大。“刚

开始，他们不愿意进园区。于是，政府无

偿提供土地，还给他们提供搬迁经费，

帮助企业从银行贷款，这才逐渐将家具

产业集中起来。

如今在宁津，家具生产已呈遍地开

花之势，全县拥有家具生产加工业户
291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5家，从业

人员达到4 . 5万人。2009年，全行业实

现营业收入130亿元，利税7 . 5亿元，家

具产业上缴税金占全县当年财政收入

总额的40%，吸收从业人员占全县就业

人员数量的36%，全县农民60%以上的

收入来源于家具产业。 雕花工在宁津非常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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