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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泰安四宝”之一，瞄准旅游市场、要建原料基地

“泰山麻”搭车旅游打翻身仗
文/片 本报记者 梁敏 赵兴超

泰山麻与泰山玉、泰山茶、肥城桃木并称“泰安四宝”。但目前泰安本地汉麻产量少，企业

用的麻纱大都从外地引进，有企业正计划建设自己的汉麻基地。业内专家指出，本地企业可以

借助泰安每年数千万游客这一商机，走精美高档的旅游商品路线。

泰山麻产品多销往国外

国内市场认可度低待开发

“泰安是应该把麻纺织
行业做起来的，在国际上有
一定名气，我们做大了却没
做强，没做好。”记者日前采
访泰安市大麻纺织集团副
总经理王侠时，他说听到全
国首家麻纺织院士工作站
落户泰安的消息非常激动。

“去年泰山麻获评‘泰安四
宝’，未来要开发成旅游商
品，成为泰安新名片，现在

又有院士工作站落户泰安，
从政策和技术上，给予了泰
山麻纺织行业更多的关注
与支持。现在，泰安的麻纺
织行业几乎止步了10年之
久，落后太多，有太多工作
需要重新抓起。这一切，都
只能拜托给现在这些欣欣
向荣的企业了。”

泰山汉麻专业委员会
会长李俊刚告诉记者，全市

还有30多家经营、生产泰山
汉麻产品的公司。其中达到
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有6家，
其产品多出口法国、美国、澳
大利亚和韩国等地。现在各
家公司每年能够织造100多
万平方米的布料，另外还能
生产大量工业用麻产品。年
生产总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

“麻布在国外的受欢迎
程度远高于国内，有调查显

示，美国等国家的人对麻产
品的认可度在46%以上，而中
国人的认可度却不到10%。这
也是我们企业每年接大量订
单主攻外销的原因之一。”李
俊刚说，企业出口法国、意大
利、韩国等地的台布等麻纺
织产品，一次发货就是十几
万件。“反观国内市场认可度
低，恰恰说明这是一块待开
发的市场。”

每年数千万游客商机大

学“海南岛服”打旅游牌

“我们今年成立了团购
部和网络推广部，打算从企
业福利和电商两方面拓展国
内市场，还打算在城区开连
锁店和产品旗舰店。”泰安金
飞虹织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来国也表示，企业正在探
索国内市场的发展道路。

但李俊刚却对这种常
规路线并不满意。“常规市

场要开拓，但在我们面前有
一个更大的市场。在国内服
装类旅游产品上，做得最成
功的是海南岛服，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之一。”李俊刚说
的海南岛服，是海南省最流
行的海南旅游衫，说白了就
是一件花衬衫和一条大裤
衩。图案以热带植物与海洋
生物为蓝本。岛服最便宜的

二三十元，最贵的能卖到
200元。

“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
的旅游景点，泰山麻又名列

‘泰安四宝’之一，咱们完全
可以以泰山麻为载体，泰山
文化为题材，将泰山文化、
传说以具象化的形式应用
到麻纺织产品上卖给所有
游客。哪怕这些泰山麻旅游

衫、泰山麻袜子、麻鞋垫每
件只挣5元钱，泰安一年三
千多万游客，你算算是多少
利润？”李俊刚说，在产品开
发上，泰安本地麻纺织企业
不止于学习借鉴海南岛岛
服的模式，还可以开发更多
麻纺织工艺品，走精美高档
的旅游商品路线，这同样可
以带来大量利润。

麻纺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一件衬衫能卖四五千元

记者近日走访了泰安
一些麻纺织制品市场，发现
麻纺织制品的受欢迎程度
正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势头。
从麻袜子、麻凉席到麻家居
用品、旅游纪念品，近几年，
亚麻、苎麻、大麻纺织品越
来越受欢迎。从事凉席等商
品销售四年的一家商场工
作人员李女士，颇有感触地
说，“前年一件亚麻凉席五

六百元，她一个夏季只卖了
20件，去年多卖了50件，今年
备货打算预订100件。”

“这款沙发套主要材料
是汉麻的，要贵一点。”5月5

日在泰城一家商场，销售人
员说，相比纯棉的每套218元
的价格，大麻制品要贵出一
倍多。一名顾客再三对比，
不停地试着手感，在对比了
冬夏季通用性、清洗打理、

抗辐射等方面的特点后，他
最终选了汉麻质地的。

在坐垫、台布、凉席只
是麻纺织产品中，材质中等
的产品，真正精细的麻纺织
产品，其实要数衣服。作为
泰安目前最大的麻纺织企
业，泰安金飞虹纺织有限公
司公司副总经理刘来国介
绍，麻纤维分六个等级，每
一级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用

途范围，从最低级的麻布到
高级的麻衬衫，其价值远远
不是普通面料可以相比的。

“现在国内一些大品牌的一
件高档纯棉衬衫能卖到四五
千元，而汉麻素有‘天然纤维
之王’美誉，如果用最上等的
麻纤维制作衣物，我们的产
品完全可以卖到这个价格。”
泰山汉麻专业委员会会长李
俊刚更是信心满满。

种汉麻的越来越少

麻纱多从外地进

尽管现在的泰山麻越
来越受重视，市面上大麻凉
席等制品也越来越受到普
通老百姓的欢迎，但这些与
曾经辉煌的大麻纺织科学
研究所比起来，相去甚远。

“泰山麻纺织行业要想做大
做强，要建立自己的原材料
供应。”王侠说，上世纪泰安
原材料麻皮都是从安徽等
地购买，自己再脱胶纺纱，
现在的企业，更是忽略脱胶
纺纱等步骤，直接购买成品
麻纱，利润空间受制于人，
将来企业发展必然会受到
很大影响。

李俊刚说：“以前老百
姓种麻是为了生存需求，
现在汉麻种植逐渐被经济
效益更高的农作物取代。
泰安境内大部分地区种麻
已成历史。黄前水库附近，
大家都栽种树苗和果树，

很多“80后”甚至都不记得
汉麻长什么样。”泰安市6

家规模较大的麻纺织企业
都不加工麻纱，其生产所
用的麻纱全是从安徽、湖
南、山西甚至海南等地购
买。

记者走访发现，泰安
的麻纺织企业主要从事服
装、台布、凉席等产品的代
加工等简单制造环节，科
学研究、原料纺纱处理等
环节已经消失。泰安东源
麻纺织公司工作人员说，
厂子目前从山西等地运进
麻纱，加工为麻布后供应
服装制造厂。泰安绿诺麻
纺织公司工作人员也表
示，原先老大麻公司存在
时还有原料，现在麻纱等
原料多为外地购进，加工
成凉席等产品后输出，主
要做外销。

企业计划建汉麻基地

每亩收益有望达3万元

“汉麻需要脱毒处理
后才能用于纺织，尽管现
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
是不把原材料脱毒纺纱环
节握在自己手中，纺织企
业始终不安。”李俊刚说，
在许多老百姓眼中，种植
汉麻经济效益不高，收割
后处理又极为麻烦。

然而他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姚穆都看好汉麻种植
前景。其实种麻的经济收
入并不低，汉麻籽可以提
炼生物柴油、汉麻根可生
产各种生物燃料、汉麻叶
提取医药……汉麻至少有
2万多种用途，从农业种
植、粗加工、纤维加工、化
工、造纸、粘胶、木塑到汽
车内饰、新型建材、复合材
料、食品保健、医药、活性
炭、生物柴油等形成了14

个产业的产业链。
“汉麻具有高产、稳产

特性，有春旱不死、夏涝不
倒、害虫回避、杂草极少的
说法。”李俊刚说，初步测
算，汉麻原茎一般平均亩
产在500—600公斤，是亚麻
平均亩产的2倍以上，按目

前每公斤原茎收购价6元
计算，种植一亩汉麻收益为
3000—3600元，高于重量收
益。根据近几年种植实践，
农民科学种植一亩汉麻，可
以实现5000元收入。如果经
过纤维提取、秆芯加工、麻
籽榨油、根和叶中提取天然
化合物等初步加工，每亩可
以实现1 . 5万元左右的产
值。经过企业加工，制成纺
织品、保健品、工艺品等，产
值可达到3万元。

泰安的汉麻纺织企业
现在都在积极联络外省种
植基地，一方面获得最放
心的原材料供应，另一方
面则希望引进优良的品
种，在本地建立自己的种
植基地，受限于各企业规
模，这一行动尚处于初期
探索阶段。麻类产业既有
高科技企业，又有大量劳
动力密集企业，发展泰山
汉麻原料生产基地，对解
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
农民脱贫致富有重要的意
义。发展泰山麻旅游产品，
则将成为泰山旅游特色产
品新名片。

麻纺织产品多样化。

技工为麻产品做最后的精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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