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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1000℃高温冶
炼，36000次锤打……”在《舌尖上的中国》第
三季播出以后，章丘铁锅一夜之间蹿红。但仅过
去了4个月，红极一时的网红章丘铁锅突然“遇
冷”，不仅产品出现了滞销，甚至很多跟风的家
庭小作坊也纷纷关门。

2月19日晚上，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第三季播出，讲述了章丘铁匠师傅传代打锅
的故事，解说词用各种数字描述了手工制锅的匠
心独运。

这部纪录片播出以后，章丘铁锅一夜间成为
“网红”，还点燃了网友的消费热情，为了购买一
口正宗的章丘铁锅，全国各地顾客慕名来到章
丘。据了解，章丘区相公庄镇的省级非遗传人铁
匠牛祺圣，一周内接待了近千人次，订单排到了
2019年3月。

6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河庄村实地探访，
通往该村的道路两侧电线杆上悬挂着有关章丘铁
锅的广告牌，村庄主要干道上也有很多类似户外
广告，上面注明是章丘纯手工铁锅，还留下了电
话号码。

“原来，我们村只有两三家打铁锅，春节过
后就多了起来。”河庄村一位村民介绍，章丘铁
锅火了以后，他们村制作铁锅的家庭作坊突然多
了起来，由原来的两三家增加到40家左右。

“整个铁锅就是用一块铁皮一气呵成，一个
人一天顶多能完成一口铁锅。”河庄村村民刘健
（化名）在春节过后雇了五六名会打铁的老人制
作铁锅。刘健说，制作章丘铁锅需要经过7次热
锻和5次冷锻以及3.6万多次锤打，然而有些家庭
小作坊会偷工减料，一些家庭作坊甚至利用机器
生产，质量良莠不齐。

“造假的太多了，已经乱了套，现在几乎把
章丘铁锅的牌子搞砸了。”刘健说，由于诸多乱
象存在，他们所生产的章丘铁锅出现了滞销。

“不干了，早就不干了，我们就生产了20多
天，卖不动啊！”刘健说，章丘铁锅最火的时候
能卖到六七百元一口，但由于生产铁锅家庭作坊
增加以及以次充好的铁锅进入市场后，章丘铁锅
的单价降到了三四百元。

“以前一天能卖20多口铁锅，现在一天能卖
一口锅就不错了。”河庄村村民白师傅同样是在
春节过后开始制作章丘铁锅，他说，他们村最多
时有40多个家庭作坊制作铁锅，4个月后只剩下
三四家，其余那些家庭作坊已经关门。

据了解，这些家庭小作坊大部分没办理生产
经营手续，章丘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并将进行严格的行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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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网红”
章丘铁锅滞销

小米21日早间更新了赴港上市招股书。招股
书显示，小米开始接受认购，香港IPO筹资最高
61.1亿美元。小米公司法定股本总面值67.5万美
元，由700亿A类股（价值17.5万美元）和2000
亿B类股（价值50万美元）组成。另外，彭博新
闻社消息披露，小米预计7月9日在香港上市。

小米聆讯后资料集显示，本公司有不同投票
权架构，根据该架构，本公司股本将分为A类股
份及B类股份。对于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的任何决
议案，A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10票，而B类股
份持有人则每股可投一票，惟就有限保留事项有
关的决议案投票除外，在此情况下，每股股份享
有一票投票权。

另外，小米执行董事、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雷军将透过多个中间实体持有并控制4，
295，187，720股A类股份及2，283，106，380
股B类股份（假设全部优先股转换为B类股份）。

小米赴港IPO提速，越来越多的基石投资者浮
出水面。6月20日下午有消息称，中国移动正在
洽谈投资小米IPO，随后中国移动向媒体证实，称

“消息属实”。另外还有消息指出，高通、招商
局、顺丰签约入围小米IPO基石投资者名单。

除了中资机构外，也有不少外资机构愿意参
与小米的基石投资，一位接近小米基石投资的知
情人士表示，这其中就包括某中东大型基金。

6月19日，作为国内首单CDR的发行者，小
米突然宣布推迟CDR发行申请，让市场倍感震
惊。当日早间，小米官方宣布暂缓CDR发行，先
在港股上市，再择机于内地市场发行CDR。随后
证监会回应，尊重小米的选择，已经取消第十七
届发审委2018年第88次发审会议对该公司发行申
报文件的审核。

需指出的是，随着小米上市进入倒计时，关
于小米的估值问题一直是市场关注的核心。

此前有报道称，投资银行对IPO之前的研究，
将小米估值设定在650亿美元和860亿美元之间。
不过知情人士透露，决定将CDR上市推迟至香港
上市之后，小米下调了公司的估值，约为550亿到
700亿美元之间。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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