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庄寨镇：

桐木加工雄霸半壁江山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要走上强镇之路，必须选准
并做精一个产业。目前来看，木材
加工已经显现出强镇富民效应。

目前庄寨木材加工产业集群
已经可以把一棵树从树根、树干
到树枝、树叶全部“吃干榨尽”。树
根可以做根雕，树干去皮后加工
成各类板材，树枝树叶加工成家
具产品的配套小部件，剩下的木
屑、刨花压成密度板，没有一点浪
费。围绕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加
工木材所需的木工机械产业，做
板材及家具所需的胶则形成了林
木化工产业，整个木材加工产业
的价值可以全部兑现成财富。

有了成熟产业，居民生计不
成问题。现在庄寨人有能力有资
本地可以去创业，能力稍差点的
开个家庭作坊，再不济的可以去
镇上的厂里打工，现在基层一线
岗位每天不少于100元收入，技术
或管理类岗位月收入则在五六千
元。如此一来，镇上居民几乎都可
以依靠这个产业找到自己的位
置。有了产业做支撑，有了就业做
保障，城镇化是水到渠成的事。

位于鲁豫两省四县(区)交界处的菏泽曹县庄寨镇，许多人恐怕都没听过，可如果你是木材加工行业

内的人仍然也没听过的话，那你要去补充点知识了。

在这块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木材加工企业1000多家，个体加工户2000多户，全镇80%的农户直

接或间接从事木材行业，并吸引了周边十多个乡镇3万多人来此打工、经商，其中桐木制品出口量占全国

同类产品出口量的5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桐木加工出口创汇基地。
┩┩刀刀德德

隆森木业的避险之道：

无惧行业寒意

FSC一证通行欧美
从高速庄寨镇出口一驶

出，最吸引眼球的就是路边层
层堆积的原料木头以及连片放
置的木板材。

沿着进镇公路走进去，路
旁木材加工厂越来越密集。“规
模小的，一般是前店后厂的夫
妻店，前面收木头、展示产品，
后院加工。”庄寨镇党委书记陈
观海告诉记者，庄寨镇的木材
加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迅
速膨胀做大，像这种个体加工
户已超过2000户，上规模的加工
企业有1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
5 . 8万人，几乎是户户搞加工，遍
地是工厂。“别小看这样的小夫
妻店，一年赚个二三十万很轻
松。”

仅靠这种初级木材切削、
压制板材显然没有竞争力，庄
寨人正以原木加工为基础，向

木制家具、高档家具配件以及
中高档装饰材料延伸，赚产业
链上的每一分钱。

“这个是我们新研发的高
附加值产品，80%出口美国、加
拿大、德国，国内市场在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主要在高档
别墅上使用。”在隆森木业有限
公司的产品展厅，总经理焦广
海指着一扇窗户对记者说，这
种窗户所用的材质全部是从美
国进口的红桐，专利设计在于
既可以像普通窗一样推开，又
可以整体拉下来，整套窗户造
价比普通产品高三倍左右。

近期受宏观调控影响，房
地产市场走势较弱，与之密切
相连的家居建材产业也遭拖
累，那么隆森是否感受到这种
行业寒意呢？

“我们做的都是出口市场

和国内高端市场，普通家具市
场波动在我这里可以忽略不
计。”焦广海表示，厂里产品长
期出口欧美市场，国外客户非
常牢固，前些天公司刚获得森
林管理委员会颁发的FSC专业
认证，这意味着以后他的产品
出口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
了合法来源证明。“没通过FSC

认证的木制品，欧美消费者会
拒绝购买，国内现在还没几家
企业拿到这个证。”

在隆森木业车间，公司几
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全线生
产。加工机器旁边的生产记录
本上显示，一批发往加拿大的
门订单已经完成60%。而在车间
发货区，一箱箱成品门正准备
发货起运，箱子上“FSC”的认证
标志分外明显。

华升的华丽转型：

从木制百叶窗获得灵感

将1m2木材价值提升五六倍
“一开始也没想到，这种用

木头做的窗帘会有这么大市
场，必须要扩大产能了。”谈及
发家史，菏泽华升木制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车得标连说意外。

早些年创业时，华升跟庄寨
镇上铺天盖地的木材加工厂一
样，也是进行简单加工，随着同行
越来越多，激烈的竞争让利润越
削越低，转型已是迫在眉睫。

“偶然发现木制百叶窗在
国外很受欢迎，我就决心向这
个方向靠拢。”车得标介绍，在
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家庭或单
位建筑中，木制窗帘大范围应
用，而且国外建筑非常标准化，
窗帘就那几种尺寸，完全可以
批量生产。同时由于木制窗帘
很容易变脏变旧，老外并不会
专门抽时间擦洗，而是直接换

掉，这个周期基本一年一次，这
又造就了大量市场需求。

在华升宽阔的厂区，随处
可见堆积如山的桐木、椴木、松
木、杨木等，有的产自本土，还
有的是从美国、东南亚等地进
口的。“我们做窗帘的木头都是
精挑细选，加工成板后经过晾
晒、雨淋等自然工序，这叫‘养
木头’，周期大概半年，使木材
能进入做窗帘的最佳状态。”车
得标说，养好的木头加工成一
张张薄片，再按照相应尺寸做
成窗帘叶片。

“这个是发往美国的木制
窗帘，一平方米价格在120元左
右，是普通木材产品的五六
倍。”车得标让工人们挂起一扇
木制窗帘，上面的木片几乎和
名片一样薄，但韧性和牢固性

非常好，经过喷漆后显得成熟
大气。“这种窗帘在国外超市销
售，家庭主妇买一个挂上就行，
非常简单。”

除了这种标准产品的批量
生产，华升也接受客户专门订
做的订单。这种订做的木窗帘
价值较标准件大幅提升。“国外
一般使用英寸做单位，换算过
来存在一定误差，再算上加工
过程中精度不够等原因，很容
易造成加工出的叶片装不到框
里变生废品，所以专门订做附
加值更高，一般可提升8倍。”

现在，车得标的企业规模
越做越大，涉及木材加工上游
环节的业务大部分外包出去，
整个庄寨有200多家工厂给他做
配套加工，等到新建厂房落成，
产能将扩大1 . 5倍。

鲁中能源的循环经济：

吃进木屑废料“吐出”热电

榨干每棵树的“剩余价值”
“现在全镇年木材加工量

达200万立方米，这个规模在江
北已经数得上了，但加工过程
中产生了大量废料、木渣、木
屑，如何给这些废料找出路，事
关整个产业的持续发展。”陈观
海告诉记者，除了加工木材的
废料，众多木材加工厂的供热
锅炉、烟囱等造成的污染同样
不可忽视。

为解决上述问题，庄寨镇
引入了投资3 . 2亿元的中鲁生物
质发电项目，实现了废料回收
利用以及供热、发电的“三赢”。

“这个就是我们的燃料存
放区，主要是收自加工厂的木
屑废料、农作物秸秆。”曹县鲁
中能源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健指着身后的锅炉说，燃料经
过传送带直接送入直燃锅炉，2

台汽轮机和2台发电机运转后
可年发电1 . 8亿kwh/a。

根据陈健介绍，背靠庄寨
这个全国最大的桐木加工基
地，一期工程就可以满足300余
家桐木加工企业的工业热负荷
需求，为其提供集中供热服务，
由此一来，这300余家企业数百
个用于木材加工的小锅炉、小
烟囱就可以拆除。每年还可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40万
吨，环保效果十分明显。

“现在本镇农作物秸秆收
购价已到了250元/吨，而木材废
料由于热值更高，价格也贵一
点，每吨345元左右，原来都当废

料扔掉，现在相当于给这些加
工企业送钱了。”陈健表示，随
着项目加快推进，周边镇的秸
秆也将被“吃过来”。

除了利用热电厂消化废
料，庄寨镇也鼓励企业利用木
材初加工剩余的枝桠材、锯末、
刨花、板头、砂光粉等资源，生
产高中档密度板、细木工板、木
塑板。

陈观海介绍，目前庄寨镇
木渣板厂、刨花板厂已达30余
家，年消耗锯末、刨花约6万吨，
生产密度板50余万立方米，细
木工板厂年消耗板头约3万吨。
这种通过技术提升的密度板远
销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格强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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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走进山东产业强镇

像庄寨镇这种中小企业比
较集中的情况在曹县很多，行情
不好时，资金压力几乎把很多小
老板逼上绝路，为此县里专门建
立了企业贷款还贷周转金制度。

曹县财政资金相当紧张，但
为帮助资金不充裕的企业渡过
难关，县政府专门拿出2000万元
作企业还贷周转金，为企业提供
短期资金周转，2012年就周转41

次，累计周转资金4800万元。
另外，曹县还组建了小额贷

款公司，年可发放小额贷款7500

万元，用于支持微小企业生产经
营，同时发挥山东(曹县)商都投
资担保公司作用，为曹县中小企
业贷款担保提供中介服务。

同时，还出台了激励企业发
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整个工作
下来，曹县林木加工企业年投入
8亿元以上，这成为撬动曹县林
木加工业发展的最大资金杠杆。

“2000万在省内发达地市可能
是小钱，可对资金链紧张的中小企
业来说却是救命钱。我们可以说想
尽办法帮中小企业解决困难，尤其
资金方面，整合了所有资源。”

——— 曹县中小企业局、招商
局局长王广圣

“城镇化必须要以产业为后
盾，庄寨也是走这个路子，培植了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养活了全镇
经济支柱的龙头企业和中小企
业，也养活了以此为生的城镇居
民。”

——— 庄寨镇党委书记陈观海

产业集群把一棵树

“吃干榨尽”

8亿资金为小微企业

辗转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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