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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乡 一 株 菜 ， 西 乡 一 根
草”。宁波的席草种植历史已逾
千年，西乡的古林、高桥、望春
一带是席草的传统种植地。上世
纪 70 年代以前，席草主要用来
编织草席、草帽等日用品，草编
织业是当地农民的传统副业。

1978 年，我市从日本引进
蔺草改良新品种，逐步成为生产
榻榻米的原料并出口日本。到上
世纪 90 年代初，我市的蔺草种
植面积一度超过了17万亩。

农户大面积“种草”的背
后，是日本市场每年高达 4400
万条的榻榻米需求量。事实上，
多年以来，我市蔺草行业的生产
和经营多半受制于出口市场。

2015 年，日本蔺草制品市
场加速萎缩，我市蔺草加工企业
却盲目生产，致使供需失衡，引
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毁苗
求生”风暴，44 家加工企业销
毁了当年90%的蔺草秧苗。

壮士断腕代价惨重，传统行

业如何浴火重生？业内专家为我市
的蔺草业开出了三剂良方：一是增
加产品种类，不断开发适应市场需
求的新产品。提高蔺草制品的附加
值，利用草编生产的工艺、技术和
设备优势，融入竹、藤、皮、木浆
纤维等多种原料，开发以草编织品
为基础的各种混编产品。二是开拓
日本以外的外销市场，如东南亚、
中东、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也有蔺草
制品需求，企业应积极参加这些地
区的展会，开拓新的销售市场。三
是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从国
内客户需求出发，扩大内销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规模。

在国内，因和式装修而带来的
榻榻米需求正在逐年增加。新艺公
司试水榻榻米内销，并于 2016 年
在宁波现代装潢市场开出第一家门
市部。目前，该公司已在上海、九
江、成都、北京、济南等地开设联
盟店。日益兴起的国内榻榻米市
场，正为我市的蔺草加工企业打开
另一扇窗。 （王 芳）

内外兼顾拓市场

2015年，“毁苗求生”风暴席卷我市蔺草行业，44家加工企业销毁了当年90%的蔺
草秧苗。经历了关停、改造、转型的“阵痛”后——

宁波蔺草业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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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天气热得早，宁波的蔺草制品也提前进入
了销售旺季。宁波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草席，一
天的网上订单达2万单；宁波开诚工艺品有限公司电
商平台一天的访客量有1万多人次，工作人员忙得吃
午饭都要轮班；宁波华业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
一辆辆大卡车等着装货发货……

经历了关停、改造、转型的“阵痛”后，宁波蔺
草业一改往日的疲态，重新迎来辉煌。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建设会
上，国家质检总局宣布宁波蔺草成为全国制造业区域
品牌30强，评估价值接近90亿元。

上世纪 90年代初，日本榻榻米
年需求量约 4400万条，宁波的蔺草
制品主要销往该国。在集士港、高
桥、古林等地，高峰时期曾有 300多
家加工厂，蔺草种植面积 17 万多
亩，种草农民、加工厂因此赚到了
钱，成为“草老板”。

随着日本青年人生活方式的日
益西化，对传统榻榻米的需求也越
来越少。目前，日本榻榻米年需求量
已下降到 1200 万条。同时，由于出
口国单一、日商压级压价，再加上日
币贬值、汇率波动、种植过剩等因
素，我市蔺草产业渐渐变得步履维
艰。

2015 年，日本蔺草制品市场加
速萎缩，宁波蔺草加工企业却盲目
生产、囤积蔺草，致使供需失衡，引
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毁苗求
生”风暴，44 家蔺草加工企业销毁
了当年90%的蔺草秧苗。

惨痛的代价，换来了行业的重
生。此后，我市蔺草加工企业开始走
上转型之路，突破单一的外销“瓶
颈”，积极拓展内需，内外兼顾闯市
场。

“早在 1999 年，我公司的外贸
产值就已达到 1 亿元。但随着日本
市场趋于饱和，产品的外贸增长空
间受到挤压。”宁波开诚工艺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秉刚说，公司及时调
整了蔺草制品的光滑度和软硬度，
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开诚公司将产品打入国内各大
超市，并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点。近
年，又加盟“好易购”“家有购物”“环
球购物”等电视购物平台，并在“淘
宝”“京东”“天猫”开设网店。如今，
该公司外销、内销年产值各达 1 亿
元。其中，内销渠道电子商务和实体
店又各占一半。

在外销方面，“开诚”也从以往
只销售给日本的中间商（批发商），
到如今直接将产品打入日本的“求
旺”“伊藤”等大超市，减少了中间环
节，产品价格更占优势。

2008 年率先采用电商销售的
宁波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更是
将这一块业务做得风生水起，销售
额每年递增40%。“电商销售延长了
销售时间，扩大了销售范围。与之相
对应的是，过去是季节性生产，现在
是全年都在生产。”该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毛国光说，传统产品搭上电商
快车后，公司去年内销产值达 2 亿
元，预计今年突破3亿元。

宁波华业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从
2014 年转入电商以来，网上销售额
从 100 万元增加到去年的 8000 万
元。现有 70人的团队负责运行电商
平台，每天出单 1 万多单。同时，该
公司打响了“老席匠”品牌，在全国
各地都设立了代理商。

去年，“华业”通过亚马逊平台，
率先将草席出口到美国。“中华民族
有悠久的席居文化传统，凡是有华
人的地方一定需要用席子。”该公司
总经理陈向敏坚信这一点，下一步，
他们还将开拓东南亚市场。

一直以做外贸为主的宁波丝享
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近年也转战内
销市场，并从超市转入电商，与小
米、网易等大平台开展战略合作，实
现了销售渠道多元化。

据邵良主编的《中国席居文化
探索》介绍，当代日本人所用的榻榻
米，起源于我国的汉朝，发展、盛行
于隋唐，在盛唐时传播到了日本。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代人肯
定会接受。”抱着这一信念，宁波新
艺蔺草制品有限公司将目光返回国
内，试水榻榻米内销，并于 2016 年

突破外销单一“瓶颈”
内销已占“半壁江山”

为让蔺草在烘干后保持原来
的色泽，并具防滑作用，日本人

“发明”了将收割上来的鲜蔺草用
高岭土渗水后浸泡的方法。这种
浸泡过高岭土的蔺草烘干之后，
部分高岭土自然脱落，但也有一
些还附着在蔺草上，在加工时变
成粉尘，污染车间，并对生产人员
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蔺草外销加工中的这个问
题，一直被社会所诟病。除尘，成
为蔺草业绕不过的坎。

3 年 前 ，鄞 州 区 政 府 投 入
3000 多万元，补助蔺草加工企业
治理粉尘。目前，所有相关企业安
装了治尘设备，并建立了“一年一
小检、三年一大检”的环保检查制
度。

在新艺公司，记者看到蔺草
加工车间的屋顶安装了通风管
道，墙外竖立起五六根烟囱一样
高大的立柱状物体。据介绍，这是
除粉尘的环保装置，可将车间内
的粉尘抽出来，用水冷却后沉淀，
再清运掉。

为了进一步减少粉尘，该公
司与中国兵科院宁波研究所专家
团队联合攻关。之前，高岭土与水
的混合物浓度在 22 度至 23 度之
间时，保色效果最佳。课题组进行
了减少高岭土比例的试验，并加
入纳米技术。目前，高岭土与水的
混合物浓度已下降至 10度，保色

效果和之前相差无几。这一课题成
果近期将接受专家组验收。项目一
旦成功推广，全市蔺草加工业将能
减少一半粉尘；同时，按每亩蔺草需
165 元高岭土计算，全行业每年可
减少600多万元支出。

必须说明的是，用于加工内销
草席的蔺草，并没有采用日本人的
高岭土浸泡法，而是直接烘干后进
行编织，业内称为“清水草”。

一根蔺草在加工时需“掐头去
尾”，留下的草根和草尖成为边角
料，全市每年的产生量达 1.5 万吨。
这些边角料如果露天焚烧，会产生
烟雾，污染空气。

“废物是放错地方的宝贝。”如
今，不少企业已将这些蔺草边角料
利用起来。

宁波华备工艺品有限公司将截
下的短料用专门的桶存放，再进行
除尘等处理后用作枕头的填充物，
在市场上十分好销。

杭州市恒麟公司奉化分公司利
用废蔺草试制托盘获得成功。该公
司研制的冰箱、洗衣机托盘，承重量
可达 2 吨。该产品成本低、无污染、
不易碎，可重复使用。另外，该公司
还将废草的纤维用于高速公路两旁
的边坡绿化、矿山复绿，走出了一条
变废为宝、绿色循环的新路。

还有一些不能利用的蔺草边角
料，则被运送到热电厂作为燃料发
电。

告别染色污染沉疴
粉尘治理初显成效

据宁波市蔺草经济联合会秘
书长余自生介绍，目前，全市有各
类蔺草企业 100 余家，其中内销
企业 50 余家，产值上亿元企业 4
家，规上企业 35 家。蔺草种植加
工涵盖全市 12个乡镇，联系带动
农户 4 万户。常年种植蔺草 5 万
亩，产业规模达 20 亿元，从业人
员2.3万人，产品占国内相关企业
的 90%以上。宁波已成为全国最
大的蔺草种植、生产、出口基地。

但作为传统产业的蔺草加工
业，目前仍存在着短板。蔺草需人
工种植、人工收割，对劳动力的需
求较大。每当 6 月份蔺草收割季
节，近万名外地“割草客”涌入蔺
草生产乡镇，一时出现“万人割草
大军”。如今，劳动力成本提高、工
人难招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同时，蔺草的种植、加工、销售
周期长达1年：第一年的11月份插
秧；第二年的6月份收割、烘干、入
仓，9月份才开始新席生产销售。各
企业的仓储、资金压力越来越大。

蔺草收割上来后，如何通过
市区道路运输到各大企业，一直
是个难题。烘草时节，用电量大
增，需确保电力供应，一旦停电，
鲜草的色泽就会改变。

针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业
内人士盼望能研发出蔺草插秧
机、收割机，以机器替代人工。但
由于蔺草种植面积有限，机械生
产商可能赚不到钱，所以，需要政

府支持企业进行开发研制。
对于运输和用电困难，市蔺草

经济联合会每年 5 月向市、区交警
部门提交书面报告，希望能在蔺草
收割期间开通绿色通道，允许运草
车辆通过市区部分主要道路。同时，
每年 5 月打报告给供电部门，要求
保障 69条线路一个月的电力供应，
以确保蔺草烘干用电需要。

由于企业快速发展，“黄古林”
“老席匠”等企业的原有厂房已不够
使用，不得不向他人临时租赁。企业
发展面临的用地问题，也需要政府
有关部门支持和协调。

“榻榻米与花道、茶道等一样，
是源于中国、却在日本得到发扬的
国粹。”“华业”总经理陈向敏表示，
草制品企业需要将中国的席居文化
融入产品，文化的生命力一旦激发，
就会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创新，也成为蔺草业的共识。以
蔺草为主，宁波的蔺草业已开发出
草竹混编、草藤混编、仿藤、纸草、冰
丝等十多个系列、几百个品种，形成
了产业全链条。

丝享公司还与人合伙开办仿
藤、冰丝等纺织面料生产厂，并率先
在面料中混入艾草成分，开发功能
性面料，艾草功能席已推向市场。

农技推广研究员周世军说，如
果蔺草行业的市场得以拓宽，产品
得以创新，草种得以优化，生产得以
保持绿色环保，那么宁波这个“中国
蔺草之乡”必将焕发新的生机。

克难攻坚盼社会各界扶持
经济文化融合助产业提升

在宁波现代装潢市场开出第一家
门市部，去年在红星美凯龙再开
一家榻榻米专卖店，并向客户提
供上门量尺寸、个性化定制、上门
安装等服务。

“一些年长者将家里的茶室、

客厅、隔断等安装上量身定制的榻
榻米后，空间利用更充分，居室显得
更雅致。”“新艺”总经理韩国良说，
目前，公司已在上海、九江、成都、北
京、济南等地开设联盟店，去年内销
榻榻米达1000万元。

甬产榻榻米热销国内市场。 （朱军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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