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经济 2014年9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侯海燕 组版：赵晴 今 日 泰 山>>>>

传统“泰山麻”搭上科技快车，建麻类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汶汶河河畔畔将将培培育育泰泰安安专专属属麻麻品品种种

工人们调试麻纺织设备。

22日，泰安市金
飞虹织造有限公司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
研究所签订了山东省
首家麻类产业技术合
作协议。未来几年，中
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
究所将根据市场和企
业需求，筛选适宜泰
安种植的优良麻类品
种，并合作建立麻类
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种植培育示范基地。
搭上科技的活力，“泰
山麻”将延长产业链，
从源头建起一整套的
标准，使泰山麻实现
产业化发展。

泰安曾是全国

两大产麻基地之一

22日，在泰安市金飞虹织造
有限公司内，厂房里的女工们熟
练操作着纺织机器，一根根细细
的麻线在机器作用下变成质地松
软、外观精美的枕套。“我从18岁
就在这工作了，快干了20多年了，
比在家种地强多了。”岱岳区黄前
镇宋家庄村民赵平美说，小时候，
家家户户都种麻，夏天池塘里都
是泡麻的，家里的老人那时候都
用麻线纳鞋底、做麻袋、捆麻绳。

“泰安曾是全国最著名的麻
产地，独特的气候、土壤造就了品
质独特的泰山麻。”中国农业科学
院麻类研究所主任粟建光说，山

东有悠久的种植麻的历史，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底，泰安与安徽六
安都是全国的麻纺织产业基地，
在当时市民买个一个大麻凉席绝
对算是“奢侈品”。改革开放后，泰
安市也曾成立大麻纺织科学研究
所，解决了大量麻纺织技术难题，
促使中国汉麻纺织有了划时代的
发展。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泰山麻逐渐淡出市民的视野，取
而代之的是化纤纤维制品。

泰山麻“回”泰安

开起首家旗舰店

22日，在宝龙城市广场泰山
汉麻旗舰店，挑选商品的市民络
绎不绝，以40岁到60岁的中老年
人为主。“还是麻的衣服穿的舒
服，能吸汗。”市民刘女士说。“这
是我们开的第一家泰山汉麻旗舰
店，反响不错。”泰山汉麻旗舰店

店长李冰说，旗舰店是今年8月19
日才开始营业的，店里的衣服、床
上三件套、泰山全景御锦图、拖鞋
等产品卖得最好，平均每天的销
售量都在3000多块钱左右。

作为泰安麻纺织产品生产规
模最大的泰安市金飞虹织造有限
公司，经过转型，泰山麻由原来多
销往国外市场变为现在内销外销
各占一半，同时利用旗舰店、淘宝
等途径进行销售。“原先泰山汉麻
多出口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地，
金融危机后，国外市场份额在减
少，但是国内市场却在不断增
大。”泰安市金飞虹织造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来国说，截至目前，泰
山麻已形成保健席、床单、枕套等
共65个系列、1000多种花色的系
列产品，有100多个产品填补了国
内外空白，尤其是阻燃窗帘、海藻
纤维织物等产品已达到国内外领
先水平，部分产品已申请专利。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世腾

22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麻类研究所与泰安市金飞
虹织造有限公司麻类产业
技术合作协议。“泰安自古
产麻，研究所是从事麻类作
物研究的唯一国家级综合
性专业研究所，主要从事苎
麻、黄麻、红麻、亚麻与大麻
等韧皮纤维作物的种植与
初加工研究，我们会结合泰
安本地气候和土壤情况，培
育出适应市场和企业需求
泰安地区专属麻品种。”中
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
所长陈万权说。

根据泰安市金飞虹织造
有限公司需求，中国农业科学
院麻类研究所将筛选适宜当
地种植的优良麻类品种，开展
种植试验示范并提供必要的
种植技术支持。泰安市金飞虹
织造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科
学院麻类研究所的沅江试验
基地建设麻类新成果的展示

平台；同时双方共同建立麻类
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利用该平
台双方开展麻类产品生物技
术、加工工艺、产品检测等方
面的合作，共享双方信息资
源。双方还将在麻类新品种、
生物脱胶、麻类机械等方面开
展技术成果集成与应用，并根
据国内外市场变化整合资源，
共同研发科技含量较高的麻
纺新产品。

“泰山汉麻全身都是宝，
麻根能固土，麻杆能做地
板，麻本身还能稀释重金
属，我们将与企业一道延长
泰山麻的产业链，由单纯的
用麻制衣转向开发多种产
品。”陈万权说。

“目前，公司在大汶河
沿岸马庄镇建成50亩种植基
地，培育出新的麻品种，后
期还会扩大种植面积。”泰
安市金飞虹织造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来国说。

泰山汉麻全身是宝

已建成50亩种植基地

金飞虹织造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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