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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农民收割完稻穗的稻草，碾入田地中还是在旷野一烧了
之？制作成草帘成为“无用”稻草的再生之路。

11月26日下午，冬日斜照。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山街道
青墩村，十几位村民正忙碌着将稻草制作成草帘。“最开始都是
纯手工的，在田地里制草帘，现在已经用上了草帘机。这样一来，
效率高多了。”一位村民介绍。

青墩村和邻村有不少草帘厂，金马草帘厂是其中一个规模
较大的，占地约十几亩。该厂负责人金付新已经从事这一行业七
八年。

他说，稻草都是就近从水稻田里收购过来的，一斤约两三毛
钱。对农民来说，积少成多，一亩地除去稻米收成外，还能额外多
出两三百元的收入。他的厂子一年能“吃”掉一百多吨稻草。

从高处望去，入目皆是草席，很是壮观。一个草帘机一般需
要七个人负责，稻草“变身”为草帘则需要多道工序。村民先将成
捆的稻草上的捆绑稻草剪开，再将稻草放在草帘机的传送带上。

绿色的鱼线绳缠绕在纺锤上。一个草帘机有八九个纺锤。稻
草在传送带上“行走”时，村民将两侧长出来的部分剪掉，还有村
民负责用鱼线绳将稻草捆住。

“制作草帘用绳量很大，绝不能偷工减料，否则草帘会不结
实。一大捆鱼线绳，一下午时间就能全部用完。”现场一位女村民
说。

制作草帘是一个季节性的工作。中秋节前后收来稻草后，便
开始开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五一”期间。草帘主要用于覆盖蔬
菜大棚等用途，销往五莲、诸城、寿光、胶南等地。现在是草帘销
售的旺季，有时候还得晚上挑灯加班制作草帘。

一位村民说：“这些地方，冬季多用蔬菜大棚保温，但当地不
种或少种水稻，自然没有稻草。我们的草帘规格大都为一米二到
一米五宽，长则多在八米以上。主要取决于所用的大棚规格。”制
作草帘余下的下脚料则多“返田”成为肥料或者用于沼气池。

一位开拖拉机的师傅将车停在了草帘厂附近，村民们将草
帘装在车上。这车草帘将会被运往青岛胶南。师傅擦了把汗说：

“货物趁着天不黑先装上。我明天凌晨两点开始赶路，这样天明
到了胶南，接着赶回家吃午饭。”

拖拉机满载了，等待启程。到达目的地的稻草席将裹住蔬菜
大棚，裹出一番冬日里的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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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处望去，入目皆是草席，很是壮观。一
个草帘机一般需要七个人负责，稻草“变身”为
草帘则需要多道工序。村民先将成捆的稻草上
的捆绑稻草剪开，再将稻草放在草帘机的传送
带上。

村民正在草帘机前工作，稻草“变身”草帘需要多道工序。

一大捆鱼线绳只能用半天时间。 成堆的稻草堆满了十几亩的地面。

编织好的草席要绑起成捆堆放。

村民正在将草帘装在拖拉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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