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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
苏。”曾几何时，烟花爆竹曾在除夕夜里
不可或缺。 然而如今，随着“禁鞭令”的
推行与更多庆祝方式的兴起，烟花爆竹
逐渐从年夜市场“消失”。在国内市场不
景气的情况下，不少烟花爆竹企业也惨
淡消失，或勉强维持生计，但也有企业寻
找到了“新出路”。

不断减少的烟花鞭炮厂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烟花第
一股”、“烟花大王”熊猫烟花，在鸟巢留
下了令人难忘的“大脚印”，也催生了烟
花爆竹市场的一场繁荣。

然而，6年之后，销售收入不断下滑
的烟花公司，却开始涉足金融领域。这
只是近年来烟花爆竹厂商不断萎缩的一
个缩影。

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全国经营
范围内涵盖烟花爆竹的企业有112万多
家。近两年，新增注册的烟花爆竹企业
持续下降，2018年新增注册企业 7.8万
家，2019年新增注册企业已降至 6.9万
家。

其中，“烟花之乡”浏阳，目前存续、
营业的烟花爆竹企业仅有 774家，2014
年新增注册企业 140家达到历史峰值，
自 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则呈
现断崖式下跌，每年新增注册企业仅数
十家。

“这个行业成为夕阳行业已是共识，
很少有年轻人再进入这个行业，剩下的
多是尚未转行的中老年。”常舟（化名）
在浏阳“小型烟花之都”澄潭江镇一家小
型烟花企业工作了近4年。

“这和2015年浏阳一家烟花生产厂
发生爆炸不无关系，当时很多媒体报
道。因为安全隐患大，我们这一行有句
老话就是‘一厂得病，行业吃药’，只要当
地有一家厂商出了大问题，整个行业都
受波及。”常舟称，“近两年的生产和销售
情况的确差了很多，春风太短暂了，外界
现在对烟花爆竹产业都持负面态度。”
根据公开数据，2018年，浏阳市生产小
型烟花的企业共有 183家，澄潭江镇占
71家。但“大部分企业都是勉强支撑。”
常舟如此说道。

“一边是需求量的大幅减少，一边是
人力成本和原料成本等不断上升，再加
上频繁的换证和整改成本，我们当地的
很多企业近两年都资不抵债，最后连员
工工资都拿不出，破产和跑路的都有。”
常舟称，仅是安全整改一年就需要投入

几十万的资金，如果要引
入安全设备，安全生产成
本则上升更多。

这并非浏阳一城一地
的痛处，而是全国烟花爆
竹厂商都需直面的困境。

重庆市一家烟花生产
企业的负责人也表示，“近
年来烟花爆竹生产厂家利
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做不
下去的厂家只能选择关门
大吉。”

“我们厂所在的产业
园区内，目前能盈利的可
能不及三分之一。”上述负
责人称。

消费者消费热情降低

一个无法忽视的背景是，烟花爆竹
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而此前很多企业
非法违章生产，使得安全事故频发。

此外，烟花爆竹对环境的影响也开
始受到关注。生态环境部监测数据显
示，2017年除夕至初一，受烟花爆竹集
中燃放影响，多数城市 PM2.5浓度快速
上升。

于是，近年来国家层面的监管力度
不断加强，尤其是多地“禁鞭令”的出
台，一度让国内烟花爆竹市场雪上加
霜。

2015 年，常舟所在的烟花厂原计
划将烟花销往外地，“结果备货没多久
后，包括山西太原的多个城市都发布通
知，禁放烟花。这导致我们备好的货都
只能压在仓库。”

几年来，发布“禁鞭令”的城市只增
不减，春节期间的烟花爆竹销量也“一
年不如一年”。

根据《华夏日报》数据，2019 年春
节期间，北京全市总销量是 2.3万箱左
右。而在 2009年，这一数字是 60万箱。

烟花爆竹批发商与经销商们对此
的感受更为直观。

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是订单式生
产。生产厂家按单按样加工，按时成批
交货，货款两清。所以，通常情况下，
鞭炮批发商会在年初就制定好全年的
销售计划，并和生产厂家签订订货合
同。

但“禁鞭令”一出台，当地的批发商
们就犯了难。

2017 年年末，山西省晋城市发布
主城区的“禁鞭令”。然而，早在年初，

不少晋城的烟花爆竹批发商就已与湖
南浏阳等地的厂商签订了进货合同。

“2017 年我分别在湖南浏阳和常
德的烟花厂预定了近 200万的货，一共
交了近 70 万的定金，结果‘禁鞭令’一
出，怕货卖不出去，只敢一小批一小批
拉回晋城。”当时，唐翔已经做了近十
年的烟花爆竹批发商，却是第一次遇到
被厂家催着去拉货的尴尬情况，“拉回
来的货卖不出去，就不敢去拉剩下的
货。”

当年，唐翔损失惨重，此后每年的
订货量也越签越少。2019 年，唐翔放
弃了烟花爆竹批发的生意，“利润实在
太少，不赔都是幸事。”

但在批发商唐翔们看来，即便没有
“禁鞭令”，消费者们的需求减少也难
以避免。

“近年来，消费者本身对烟花爆竹
的热情也大打折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
嫌烟花爆竹吵，不环保。”唐翔发现，如
今购买烟花爆竹的大多为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会觉得没有烟花爆竹就少了
点年味，但年轻人现在娱乐方式多，不
差这点烟花。”

“就算压低拿货价，消费者也不见
得愿意买单。”唐翔称。

内销不力，烟花出海

在“禁鞭令”的影响下，国内城市市
场再难攻破，批发商们只能靠抢占农村
市场得以存活。

唐翔说，在他转行前很长一段时间，
农村的销售量占他总销售量的 70%，城

市市场仅剩下30%。
“但这两年开始，不少农村地区也开

始禁放烟花爆竹，单纯依靠农村市场只
能是缓兵之计。”唐翔称。

不少厂商、批发商和唐翔的想法一
样，眼看着国内市场不断萎缩，大多数人
选择了放弃，但也有人发现了“新大
陆”——国际市场对烟花的需求正不断
上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 20年来，
中国烟花爆竹出口数量及金额不断增
长，2018年分别达到 37.90万吨、8.67亿
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7.2%、20.3%。

国际市场的潜力给了烟花爆竹行业
一线新的希望。一些持有出口资质的浏
阳烟花企业，纷纷将业务重心向国外市
场倾斜。

其中，也包括常舟所在的企业。据
常舟介绍，“我们从 2017年开始进军国
外市场，这样的转型是不得已之举，但确
实缓解了国内烟花爆竹厂商的压力，有
的公司甚至凭借国外市场扭亏为盈。”

“每逢美国独立日，建国庆典或者圣
诞节，国外的订单都会大幅度增多。”常
舟道，如今很多出口烟花的厂商，都不再
使用传统的出口贸易方式，而是借助互
联网平台。

浏阳市烟花鞭炮管理局数据显示，
2017、2018年浏阳市烟花出口销售额均
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2017年浏阳
烟花爆竹出口销售额达 31.5亿元，覆盖
北美、南美、欧洲等地。

由此看来，或许，从国内“消失”的烟
花爆竹，将在海外各国的夜空，释放出不
一样的光彩与魅力。 （陶 陶）

近日，针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第 2305号（工交邮电类 260号）《关于合理引导
和规范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燃放，促进产业良性发
展的提案》，应急管理部经商公安部、市场监管总
局做出答复。将对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进行细
分。

关于出台和完善烟花爆竹产业政策和产品
标准，引导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答复中说：
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
大力推进烟花爆竹标准化建设，已形成了覆盖烟
花爆竹工程设计、生产安全、产品质量、运输和燃
放等方面的标准体系。

目前，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
组织修订《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研究制定《烟
花爆竹环保性能评价方法》，将对个人燃放类烟
花爆竹进行细分，明确安全环保技术指标，对烟
花爆竹环保性能进行分级评价，考虑制订安全系
数高、环境影响小、适宜于大部分区域燃放的烟
花爆竹产品级别类别标准，以及适宜城市燃放的
城市烟花标准。

避免全面（全区域、全时段）禁放烟花爆竹

答复中提到，持续推进《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

2013年以来，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部际联席会
议多次专题研究了《条例》修订工作，应急管理部
会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深入研究此次提案内容
和相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相关单位、个人提
出的意见建议，在修订《条例》工作中，对相关原
则性规定予以细化，充分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
会商会的意见。

应急管理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积极引导各
地方政府权衡利弊、科学评估、听取群众意见，综
合考虑大气环境容量、传统习俗等因素，合理制
定本地区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科学规划烟花爆
竹禁限放区域、时段，避免“禁放”一刀切全面（全
区域、全时段）禁放烟花爆竹，鼓励地方政府、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重
大传统节日期间和庆典活动中组织专业燃放。

2018 年，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
工作的通知》，再次明确地方人民政府要科学合
理制定烟花爆竹禁放、限放政策，引导有燃放意
愿的人民群众依法、安全、文明燃放烟花爆竹。

为小型焰火燃放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答复中还提到，公安部将通过修订《大型焰
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对焰火燃放等级作出调
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取消对小型焰火燃放
的许可审批，为鼓励专业燃放提供更加科学的标
准规范支撑，为小型焰火燃放提供更加便利的条
件。

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继续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深入研
究并认真采纳提案提出的意见建议，不断完善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法规标准
体系，加快提升烟花爆竹机械化自动化科技化水平，持续强化烟花爆竹产品
质量抽检和专项整治，积极推动地方人民政府因地制宜科学制定烟花爆竹
禁限放政策，有力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陶 文）

湖南省人大代表颜颂华日前撰文呼
吁：如果对烟花爆竹产业“只压不扶”，将
很可能导致文化遗产的流失、文化产业
的颓靡，文化品牌的丧失，甚至将这一驰
名中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拱手相让他
国。

烟花爆竹是湖湘地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首批“走出去”，形成了世界
影响力的湖湘文化产业，它频繁登录国
际国内大型盛典，走进世界人民的节庆
假日，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然而，遗憾的是，近年来烟花文化在
国内市场却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盲目
的禁放限放正在逐步扼杀这份延绵千年
不曾断火的传统文化。

据悉，日本正在就“烟花文化”申请
世界非遗，这完全是在钻我们对烟花文
化不重视的空子。须知，烟花是湖南省
乃至我国重要特色文化产业，仅湖南一
省的年产值就达 400亿元，出口创汇 50
余亿，解决劳动就业 40余万，而且显著
带动了浏阳、醴陵、宁乡、攸县等 9个主
产县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是典型的富民
产业。

颜颂华认为，眼下，烟花爆竹行业转
型升级的高歌已经唱响，但这种转型升
级是在安监、公安等监管部门的推动下
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保安全、促环保，
主要措施是机械化、工业化、集团化，在
文化、创意、品牌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十分

欠缺。烟花爆竹作为湖湘特色文化产
业，湖南省重点发展的 50大产业集群，
相关部门除了在安全上、环保上压一压
的同时，文化上、经济上也要扶一扶。如
果“只压不扶”，将很可能导致文化遗产
的流失、文化产业的颓靡，文化品牌的丧
失，甚至将这一驰名中外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拱手相让。

建立宏观发展规划

颜颂华建议湖南省政府针对传统烟
花爆竹行业，建立宏观发展规划，出台系
列扶持政策，重点保护烟花非遗，培育和
扶持烟花文化、烟花创意、烟花品牌，为
传统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指明道路。对
于烟花行业，在淘汰整合退出落后产能
的同时，也要扶持它的文化创意和品牌
发展；在大力推行机械化的同时，也要注
重保护传统非遗特色工艺、特色小产品，
不要让烟花的文化品牌褪色，最终变成
冰冷无情的工业品；要擦亮湖南烟花的
文化名片，鼓励烟花创意项目的发展，保
住“橘子洲周末焰火”，支持浏阳花炮申
请“世界非遗”，在既有的文化产业引导
资金中，有意识地支持烟花产业。

加大对传统工艺和非遗小产品的传
承保护

颜颂华介绍，烟花爆竹分为喷花

类、旋转类、升空类、吐珠类、小礼花
类、礼花弹类、架子烟花、爆竹类、组合
烟花等九大类别。当前烟花行业大刀
阔斧地机械化改造，其主要针对工业
量大的组合烟花，其他如喷花、旋转、
升空、吐珠等八个品类由于效果多样、
品种繁多、单品产量过小、工序过于复
杂，机械化改造的难度异常巨大，截止
目前也没有任何一种设备能够对它实
现机械化、自动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难以机械化
的产品，恰恰烟花文化、烟花艺术的精
华部分，它们中大多数是儿童消费的
小产品和玩具烟花，采用传统的非遗
工艺制作，含药量更小、危险性更轻、
趣味性更强、更贴合未来市场。如今
一刀切的推行机械化，正在导致这些
产品、文化边缘化。

当前烟花行业的机械化、工业化
改造，确实大大提升了行业的本质安
全水平。但是，烟花毕竟是一个传统
的非遗产业，行业在推行机械化、工业
化的同时，千万不能一刀切，要给特色
领域、特殊产品、非遗工艺开绿灯，要
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予以传承和保
护，千万不要让文化的长河在当代断
流，千万不要让艺术的烟花变成冰冷
的工业品，千万不要让传统的技艺成
为博物馆标本，更不要让延绵千年，饱
经风霜，独具中国特色、尽显中华风范
的“中国烟花”改姓他国。 （陶 文）

近年来，受雾霾天气影响，全国实行
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的城市越来越多。
据公安部的统计，2018年，全国共有803
个县级以上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923
个城市限制燃放烟花爆竹。之后。各地
更是掀起烟花爆竹禁限放高潮，禁放区
域由城市开始扩展到农村。政策严控导
致烟花爆竹产业市场空间越来越窄，烟
花爆竹民俗文化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较

大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黄小玲认为，烟花爆竹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是传承乡愁和展示
形象的特殊精神文化产品。烟花爆竹是
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名片，先后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庆典、
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
2014年北京APEC峰会、2016年杭州G20
峰会等大型活动，都选用焰火晚会这一特
色方式迎接世界各方宾客，展示了中华文
化风采和国家文化形象。

近年来，随着烟花爆竹行业自我加
压，加快技术革新步伐，加大降烟、除尘、
脱硫、减噪等方面的科研攻关力度，成功
研发出无硫发射药、微烟引线、环保型鞭
炮、安全环保组合烟花等众多新材料和
新产品，走出了一条安全可控、低碳环保

的科学发展之路。
黄小玲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杜绝“一

刀切”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实事求是理
性面对烟花爆竹燃放这一文化传承活
动，各方共同努力助推烟花爆竹传统文
化产业健康发展。

因此，黄小玲建议各级人民政府放
宽对燃放烟花爆竹的严控政策。建议各
级人民政府从尊重传统文化、尊重社会

民意的角度出发，引导全国各地理性对
待烟花爆竹这个与时俱进的传统产业，
放宽对燃放烟花爆竹的严控政策，杜绝

“一刀切”的禁放现象，用更加科学合理、

更加人性化的方式管理烟花爆竹行业，
保护和支持烟花爆竹传统产业健康发
展，让烟花爆竹这张文化名片更加闪亮，
让老百姓的乡愁能有所寄托。

同时，各级政府尽快启动“烟花爆竹
管理条例”的修订，对烟花爆竹销售进行
分类管理，科学制定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燃放、运输等环节的管理，一方面满
足社会对安全环保的要求，另一方面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级宣传部
门加大对烟花爆竹的舆论引导；相关部
门加大对烟花爆竹安全环保科技创新的
支持力度。 （汪 衡）

中国花炮企业海外找“出路”

湖南省人大代表颜颂华呼吁：

莫使“中国烟花”改姓

全国人大代表黄小玲提出：

支持烟花爆竹传统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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