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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统工艺

清晨，山西俊刚灯笼有限公司的灯笼加工
车间刚开工，葛引花就忙碌起来。她一会检查
钢丝是否稳固，一会看着女工缝灯面，一会帮忙
将做好的灯笼放到晾晒区。过了一会，她又去
了印花车间，一边查看图案色泽是否鲜亮，一边
思考如何丰富灯笼种类。

葛引花今年 64 岁，从事灯笼制作已经 40 余
年 。“ 我 爷 爷 就 是 做 灯 笼 的 ，他 将 手 艺 传 给 了
我。我一辈子都在与灯笼打交道，对这份事业
感情很深。现在，我儿子和儿媳在家里帮忙，孙
子毕业后可能也会回来帮忙，这或许就是一种
传承吧。”葛引花说。

在杨赵村，有许多像葛引花一样的灯笼产
业从业者。据悉，目前杨赵村从事灯笼加工的
专业合作社、公司共有 22 家，灯笼附件厂商 3
家，全村年产普通灯笼约 1000 万对，年产值 1.5
亿元。

俊刚灯笼由葛引花的儿子管俊更创立，现
在是杨赵村规模最大的灯笼制作企业，有 50 余
名工人，每天生产普通灯笼 2000 多对，产量在全
国处于前列。在成立公司之前，葛引花是以家
庭作坊、合作社的形式运营的。

灯笼制作流程并不复杂，但对人工的依赖
度较高，这是灯笼产业属于轻工业的特性决定
的，这种特性给传承传统工艺带来了更多的可
能。

在俊刚灯笼的印花车间，红色的布面被切
割成统一的椭圆形，整整齐齐摆放在操作台上，
女工们左手持印花模板，右手拿着刷子，挨个刷
过去，经过 4 次刷色，一个个印有“年年有余”字
样和图案的灯面就做好了。

加工车间内，工人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印有“福满财旺”“中国腾飞”“年年有余”“五福
临门”等字样，尺寸不同、规格不同的灯笼令人
眼花缭乱，女工们将晾晒好的灯笼仔细打包装
箱，等待发往全国各地。

“这么多年，从竹子到塑料再到钢丝，制作
灯笼的原材料在变，生产技术也在变，但穿钢
丝、印图案、缝灯面、套灯架、拉金条这套流程始
终没变，灯笼对光明、温暖、美好、团圆的象征意
义也没有变，这是另一种传承。”葛引花表示。

一整年，俊刚灯笼都在生产，但销售却集中
在年底。“逢年过节灯笼的需求量大，销售集中
在腊月到来年正月，大多依赖批发，一般过了正
月十五销量就开始下降了，资金回收全靠这两
个月。”葛引花说。

的 确 ，灯 笼 的 产 销 具 有 十 分 明 显 的 周 期
性。这意味着企业投入的资金从灯笼销售后才
开始回收，想要维持正常运营，企业必须有足够
的流动资金、仓储场所和销售渠道。“随着生产
技术的改变，硬质灯笼变成了可折叠的软质灯

笼，晾晒占用的场地越来越小，这样我们就有空
间生产更多的产品，产量增多，利润随之增多。”
葛引花说。

主动适应市场

灯笼的设计制作需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
和传承，避免过度商业化，又要符合现代审美和
市场需求；灯笼制作大多依赖人工，制作人员需
要具备耐心、细心，但产销旺季时人工的效率不
够高……这些都是灯笼产业创新的难点所在。

创新的目的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适度工
业化可以提升生产效率，技术创新可以丰富产
品种类，这些努力在杨赵村从未停止过。

相比于杨赵村的其他灯笼产业从业者，管
俊发在灯笼产业上属于“后起之秀”。

多年前，管俊发在河南、西安等地销售杨
赵村的灯笼，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和渠道资源。
7 年 前 ， 管 俊 发 开 始 自 己 投 资 制 作 灯 笼 。 如
今，山西俊发灯笼厂年产各类灯笼几十万只，
设备更新和产品更新速度都走在杨赵村的前
列。

在俊发灯笼厂的一间加工车间内，工人们
正在赶制儿童灯笼。一名女工手持小型电焊
机，将一粉一绿两条线路焊接在灯笼底座的芯
片上。下一道工序的另一名女工手持底座，将
配件逐一安装，一个具备声光电功能的儿童灯
笼就制作完成了。

女工葛娟告诉记者：“儿童灯笼产量大，工
序复杂，按件计工资，现在每个工序我都能干得
了，工资越来越高了。”说罢，她将安装好的儿童
灯笼插上电池给记者展示，“新年好呀，新年好
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欢快的歌声萦绕耳
边。

“儿童灯笼尺寸虽小，但外形精美，功能多
样，产品附加值较高，深受市场欢迎，目前我们
的市场集中在西安、郑州、义乌等地，春节临近，
订单较多，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地赶制。”俊发
灯笼厂负责人郑刘存说。

为了生产儿童灯笼，俊发灯笼厂购置了注
塑机，所需的原材料大多可以自己生产。除此
之外，厂里还投资上百万元购置了印花设备，这
样大的投资在杨赵村很少见。“设备投用后，生
产效率提升了很多。以前单个工人每天的印花
次数约 1000 次，印花设备可以达到 3000 次。以
前印花工序需要 20 个工人，现在 6 个工人就能
完成了。”郑刘存告诉记者。

俊发灯笼厂在产品和设备上的创新是杨赵
村灯笼产业的一个缩影，灯笼产业从业者们深
知，要想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围，需要创新，
更要敢想敢干。

37 岁的管志鹏，离开 IT 行业后返乡投身到
家里的奇崛灯笼加工部，从普通绒布灯笼、儿童
玩具灯笼到亚克力灯笼，管志鹏勇敢尝试；

葛引花计划在厂里搭建一个展品展厅和线
上直播间，通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拓宽销售
渠道，让自家的灯笼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灯笼产业中，他
们期望借助互联网优势，开启“线上+线下”的全
新生产模式；

……
这些主动适应市场的创新正在给杨赵村的

灯笼产业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带领群众致富

在俊刚灯笼的加工车间内，一位老人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老人熟练地将灯笼底座上的钢

丝搭在机器上，将机器轻轻一拉，钢丝便形成了
两个弯钩。一旁的空地上，放置着一堆打完钩
的底座。

面对记者的询问，老人乐呵呵地说：“我是
杨赵村的村民，今年 70 多岁了，闲暇的时候我就
到厂里干干活，已经干了好多年了。打钩这个
活主要靠机器，很轻松，每个月我能挣 1000 多块
钱，够我生活了，不给儿女添负担。”

杨赵村的灯笼产业为村民提供了灵活就业
的机会，灯笼加工厂成为当地群众尤其是妇女
就业的首选。

“穿钢丝的活很轻松，但是依赖人工，光凭
厂里工人干不够。我们就派工人将钢丝和底座
送到村民家中，他们穿好了我再派工人给拉回
来，最后按照数量给村民结算工资。现在村里
有近 20 户人家给我们厂穿钢丝呢。这些人中有
不少老人，甚至有 90 多岁的老人。他们能赚些
零花钱，我们也能正常生产。”葛引花告诉记者，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更
多 的 就 业 岗 位 ，为 当 地 群 众 提 供 更 多 就 业 机
会。”

送上门的就业机会，村民们都喜闻乐见。

葛娟以前上班的工厂活重、工资不高。俊
发灯笼厂开了后，她就过来上班，主做儿童灯
笼。“不同岗位的工人收入有所不同，但总体
来说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现在我对工序很熟
悉，可以自由选择干哪个工序。这里离家近，
工作环境也好多了，我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元，
农忙的时候还能照顾家里，可以说是两全其
美。”

根据初步统计，杨赵村的灯笼产业带动本
村及邻村 2000 多人就业。这样一个能够带动群
众致富的特色产业是稷峰镇的 7 大产业之一。
据悉，稷峰镇按照农业“特”“优”战略和“一村一
特”的发展思路，着力提升板枣、葡萄、蔬菜、槐
米、灯笼、金刚石、蛋鸡养殖 7 大特色产业，通过
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种养模式，力求完善
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乡村特色产业
带。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杨赵村灯笼产业
的规范和扶持力度，从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体
制机制变革等多方入手，将政府与市场的力量
结合起来，助力灯笼产业继续做大做强。”稷峰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 报 讯 （ 记 者 余 果 通 讯 员
赵阳飞） 河津市龙门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
目经过一年半的建设，项目所有土建内容目
前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厂区正在进行设备的
调试，即将通水试运行。据了解，该项目建
成投用后，将为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铝深加
工、精细化工等产业发展解除后顾之忧，也
将从根本上解决园区因工业生产给周围环境
带来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问题。

近日，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生化
处理系统、中水回用处理系统已建设完成，
一排排高标准污水管网有序排列，工人们已
对安装配套的管网、焊接接口进行了保温处
理。

龙门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经理常刚介
绍，企业产生的污废水先经过企业厂内预处
理后，再纳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使污水

形成从生产、收集、处理到达标排放的闭环。
届时，将有效发挥园区污水处理系统的协同
效应，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同时，还有利于减
轻企业环保压力。经过处理的污水满足地表
水Ⅳ类标准，这个标准的中水可以实现再利
用，比如绿化、生态改善、工业用水等。

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龙门区污水处理厂
项目负责人史国强介绍，目前，开发区正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入驻企业逐年增多，产生
的工业污废水也逐步增加。为了使园区具有
良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建设龙门区污水处
理厂正当其时。该项目可以变园区内污水点
源分散处理为集中处理，减轻企业负担，也
为入驻企业提供良好的市政基础设施服务，
有效缓解水环境压力，为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条件，带来良好的环境效益及社会效
益。

河津市龙门区污水处理厂

项目加紧建设

图① 女工在加工儿童灯笼。
图② 工人在制作灯笼。
图③ 灯笼厂的自动化印花生产线在运行。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本报讯 1 月 8 日，运城市国森彩印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年产 5000 吨新材料医药包装材料
生产线在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成投产，
主要产品为药品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药用铝箔
和包装用聚乙烯吹塑薄膜。

该项目总投资 1 亿元，建筑面积 16600 平方
米，建设 3 条药用复合膜新材料生产线、1 条药
用铝箔生产线、1 条药用低密度聚乙烯袋生产线
和 2 条聚乙烯薄膜生产线、科研开发中心及辅助
设施。

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 2 条药用复
合膜新材料生产线、1 条药用铝箔生产线、仓储
库及辅助设施，建筑面积 12650 平方米；二期建
设 1 条药用复合膜新材料生产线、1 条药用低密
度聚乙烯袋生产线和 2 条聚乙烯薄膜生产线及
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产品最大幅宽可达 1.2
米，企业的生产能力可提升两倍，最高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 1.4 亿元，将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药用
复合膜生产企业。

本项目选购当前国内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印
刷、复合和在线检测等设备，印刷机驱动采用无
机械传动轴的电子传动新技术，机速可达到每
分钟 400 米，运行平稳性和噪音大大优于传统的
凹版印刷设备；纵横向套印均为电脑自动跟踪
纠偏；油墨粘度采用微电脑自动控制；烘箱设计
既可满足有机溶剂的挥发要求，又能适应水溶
性油墨使用要求；在线检测设备配用的是国内

最新型的自动检测系统，并实现印刷在线检测
与检品机联机的运行方式，确保印刷成品的每
一帧图案均能经过自动扫描与标准样张比对，
可有效把有印刷缺陷的产品剔除干净。新设备
投用后，除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之外，可使公司
具备药品多通道、超宽幅自动包装卷材的生产

能力，同时提升企业的研发试制能力，助推企业
进军高端药品包装材料市场。

本项目配套投用 ERP 和 MES 管理软件系
统，配备搬运机器人、自动理袋机器人等智能设
备，并尽可能地为今后进一步的智能化改造留
足场地条件。 （董应赞）

国森彩印年产 5000吨新材料医药包装项目投产

春节将至，稷山县杨赵村又迎来灯笼
的产销旺季。

杨赵村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全国有
名的“灯笼制作专业村”，灯笼制作已有上
百年历史。2008 年，杨赵村“传统灯笼制
作技艺”被列入运城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尤其是临近春节，杨
赵村的灯笼总能得到消费者青睐，也能吸
引各级媒体关注。

杨赵村的灯笼产业发展史是悠久的、
生动的，也是鲜活的，这里有对传统制作工
艺的传承，有主动适应市场的创新，有几代
人的接力，有适度工业化的尝试，更有带领
群众致富的责任。每次到这里，记者都有
全新的感受。

灯笼村里产业灯笼村里产业““红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星星李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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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5000 吨新材料医药包装材料生产线上，工人在调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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