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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新闻客户端 消费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步骤一：扫码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步骤二：打开应用点击上方“订阅”

步骤三：选择“添加订阅”后搜索“消费日报”
步骤四：点击右上角“+关注”即可

《消费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订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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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9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7%
本报讯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8180.7亿元，同

比增长7.7%，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至9月，我国服务出口19720.6亿元，同比下降8.2%；服

务进口28460.1亿元，同比增长22.4%。

（综 合）

□ 本报记者 牛夏风 马佳丽

文房四宝，以笔为首。湖笔作为
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重要象征，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传承中华民族的
历史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笔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是
湖笔的发源地，也是我国主要的毛
笔产区。镇上居民几乎“家家出笔
工，人人会制笔”，湖笔的制作工艺
已成为当地人坚守的传统技艺。

在不断保护和传承传统优秀技
艺的同时，善琏镇借助湖笔特色，
持续赋能湖笔产业，着力将湖笔产
业打造成为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创
业创新的新高地、强镇富民的新载
体、传承文脉的新平台，做好“保
护”“传承”“发扬”三篇文章，全力
助推湖笔产业高质量发展。

如今，一支湖笔不仅抒写了千
秋万代的文化传承，更成为轻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匠心守正 传承手工制笔技艺之美

择料、结头、刻字……在善琏镇
的善琏湖笔厂内，随处可见专业的
湖笔技工们专心致志地制作湖笔。

善琏湖笔厂始创于 1956 年，是
全国最早生产湖笔的专业工厂，距今
已有 60多年的历史，依旧采用最原
始的手工制笔模式，保留着老一辈工
匠传承下来的传统手工制笔技艺。

在水盆车间，只见笔工师傅一
手捏着一团羊毛在面前的水盆里浸
透，一手用指尖梳理着羊毛，不断
重复着浸水、梳毛的动作。笔工师
傅通过在水盆里挑拣动物毛，手工
剪裁和整形，从而完成笔头的制
作。水盆工序是湖笔八大工序中最
关键、最复杂的工序，也是关系到
湖笔质量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不同于其他轻工产业标准化、
规模化的现代式生产模式，湖笔的
制作全部依靠手工。一支上好的湖
笔，不仅需要上好的毛料，更少不
了笔工娴熟的技艺。“选料考究，工
艺精湛，使湖笔成为‘文房四宝’之
首。”善琏湖笔厂厂长马志良介绍，
一支纯手工的湖笔，需要经过八大
工 序 、120 多 个 子 工 序 才 能 完 成
制作。

如今，作为当地湖笔生产龙头
企业，善琏湖笔厂拥有专业湖笔技
工 60 多名，其中省级、市级工艺美
术专业技术人员 20 多名。湖笔专
利 92 项，年产湖笔 60 多万支，年产
值近 1000万元。

马志良表示，在继承老一辈制
笔技艺的基础上，善琏湖笔厂还结
合当下市场需求，开发新的产品，
生产的湖笔通过了“品字标浙江制

造”认证。同时，该厂还被命名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湖笔制作技艺”
传承基地。

为做好“保护”“传承”“发扬”
三篇文章，南浔区按照强化品牌竞
争力、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培养制
笔技艺人才的总体思路，发挥南浔
湖笔产业的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
化挑战为机遇，实现湖笔产业的振
兴。值得一提的是，南浔区还通过
发布湖笔地方标准《湖笔制作工艺
及技术要求》（DB33/T327—2011），
并依托质检部门进行不定期的质量
抽测，提高南浔湖笔质量，以优良
的产品质量赢取市场。同时，通过
南浔善琏湖笔行业协会，传承和发
扬湖笔制作技艺，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市场秩序。

创新“运笔”探索“湖笔+”发展之路

发扬湖笔文化关系着湖笔产业
的未来，随着国潮消费持续升温，
古老的湖笔也迎来了新生。如何进
一步促进“传统产品”变“潮流网
红”，让更多消费者爱上湖笔？湖
笔生产企业善琏永和风笔斋给出了
答案。

“传统毛笔在写字的时候需要
用到墨汁，我们生产的毛笔自带墨
囊，拿出来就可以使用，十分便携，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善琏永和风
笔斋总经理王小卫介绍，名为“善
用”的墨水湖笔突破了传统湖笔原
有的形式，更符合现在人们的消费
习惯，同时，该湖笔作为杭州亚运
会特许商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这仅是王小卫设计的众多创新
产品中的冰山一角，作为从事湖笔
制作 30年的“老师傅”，他深知湖笔
的发展仅凭独特的技艺远远不够，
还需要与时俱进，不断突破创新。
这些年，王小卫在湖笔制作方面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 19项、外观专利 17
项，其中有 6项是发明专利。

早在 2014 年，王小卫就申请了
自己的第一项湖笔设计专利——

“笔中情”。和普通的毛笔不同，这
款毛笔的笔套是从笔尾套入，方便
消费者每次使用后将毛自然地收
拢，中空的设计对笔尖起到了保护
和透气保存的作用。更巧妙的是，
这支笔身里还藏了一支小号毛笔，
实现了一笔两用。

在毛笔本身制作上下功夫的同
时，王小卫还积极将中华传统文化
融入产品设计中，讲好文化故事。

“这款是我们销量最好的湖笔套
装，将传统文化融入产品中，更有
利于传统技艺的传承。”王小卫介
绍，以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为
原型创作的湖笔套装，外盒设计上
用拼图代替兽首，笔尾设计了精美
的黄铜镀金十二兽首雕像，在兽首
底座下，五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镌
刻在轴承上，顺势转动，寓意着“福
转运来”。

从笔尖到笔杆，从外包装到文
化内涵，王小卫正在不断创新。在
王小卫看来，湖笔的创新主要分为
三个阶段，“第
一 阶 段 ，湖 笔
都 是 在 笔 头 、
笔毛上进行创
新；第二阶段，
随着互联网的
发 展 ，产 品 更
新 换 代 快 ，湖
笔包装和设计
方面的创新也
非 常 重 要 ；第
三 阶 段 ，湖 笔
要 更 深 入 地 ，
创新产品的内
涵 ，把 文 化 融

入产品里面，把湖笔的故事讲好。”
如今，湖笔已成为善琏镇对外

推介的独特品牌。2021 年，善琏镇
年产湖笔 5000万支，湖笔及相关产
业产值约 8.5亿元，在全国毛笔市场
占有率为 30%，在高档毛笔市场占
有率为 60%。2022 年，善琏镇年产
湖笔 6000万支，湖笔及相关产业产
值约 9.5亿元，在全国毛笔市场占有
率为 30%，在高档毛笔市场占有率
为 60%。截至目前，善琏镇湖笔电
商从业人员达 500 多名，湖笔及其
相关产业网上销售额约 5 亿元，带
动周边农户就业近千人。

近年来，为激活湖笔产业发展
创新力，南浔鼓励和引导湖笔企业
创新营销理念，推进“善琏湖笔+”
发展模式，并通过建立南浔善琏湖
笔网站，开设淘宝、天猫等网上门
店等方式，积极探索直播带货新零
售，实现跨界融合。与此同时，湖
笔企业也主动适应市场需求，不断
增添现代元素，突破湖笔原有的实
用型功能，研制开发生肖纪念笔、
工艺陈列笔和名家专用笔等不同形
式的产品，并在笔杆设计、包装上
下功夫，提升产品附加值。

值得一提的是，南浔还结合“文
化+产业”的发展实际，将湖笔产业
链触角延伸到休闲、旅游、文化等
各个行业，通过在善琏镇建设以中
国湖笔文化馆为主体的湖笔文化
园，打造集观光、购物、体验为一体
的文化旅游区。同时，建设湖笔产
业园项目，招引湖笔及配套企业、
文具文化用品企业、文创企业、电
商企业入驻，打造特色园区，通过
产业纵横联系和“互联网+”的形
式，培育书画创作、写生基地，艺术
品交易中心，文创基地等产业，还
实施湖笔旅游集散中心、湖笔文化
历史街区改造提升项目，通过“湖
笔+文化”“湖笔+旅游”“湖笔+社
区”等方式，形成以湖笔产业为中
心，文化、旅游、社区等多种形态协
同发展的格局，走出了一条新的湖
笔产业发展路径。

本报讯（记者 史晓菲）“中国裘皮
指数”显示，今年 10 月上旬，熟皮价格
指数为 111.30点，同比上涨 7.87%。其
中，高价位熟皮价格坚挺上行，拉动裘
皮服装价格指数攀升。2023年三季度
信心程度景气指数冲高，拉动产业景
气指数突破 100点荣枯线运行，这表明

裘皮产业逐渐进入复苏。目前，裘皮
价格指数抬升趋势明显，市场召唤价
值回归，毛皮行业呈现出恢复性增长
的趋势，市场发展前景良好。

中国皮革协会副秘书长黄彦杰表
示，“中国裘皮指数”是裘皮产业与大
数据的有机结合，能够及时、灵敏地反
映河北省枣强县大营镇乃至全国裘皮
产业发展情况，对引导我国裘皮产业
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据介绍，大营镇是毛皮产业和裘皮
文化的发祥地，历经三千年裘皮文化
的浸润，现已成为享誉中外的时尚裘
都，大营裘皮产业发展成为省级重点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为充分利用大数
据、“互联网+”促进大营裘皮产业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发挥大营裘皮产业集
群首屈一指的加工能力、完美的产业
链条、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完整有序
的市场体系、日趋完善的发展平台等
优势，2020年，枣强县人民政府与杭州
数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力合作，通
过“大数据+指数+产业”的方式，编制

发布“中国裘皮指数”，着力打造裘皮
产业的全球“风向标”。“中国裘皮指
数”涵盖产品价格指数、产业发展指数
和产业景气指数，原始数据的采集主
要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

“三年来，‘中国裘皮指数’通过持
续发布和数据更新，成功地用数字化
手段直观呈现了裘皮产业的发展特
色、发展活力、发展路径，逐渐成为产
业运行的‘晴雨表’，行业内的标杆性
指数之一。”黄彦杰说。“中国裘皮指
数”成果的亮相充分展示了大营裘皮
的产业优势与创新成果，下一步，“中
国裘皮指数”还将发挥指数引领示范
作用，为大营裘皮产业转型升级打造
新引擎。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江苏无锡
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现
场交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经验做
法，更好推动各地有效解决民营经济发
展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做好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丛亮表示，要科学把握民营经济发展面
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接下来将从
三方面发力扎实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立足职能定位抓落实，发挥好统筹协
调、综合施策、促进发展的职能，把解决
实际问题作为对民营企业的最好的服
务；完善工作机制抓落实，总结好的经验
做法，推动形成长效机制，建立完善部门
协调会商机制、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
交流机制、政策落实的激励约束机制；多

措并举抓落实，出台务实举措，做好规划
计划，加强投资服务，用好改革的手段，
注意总结推广，突出基层的首创精神。

中小企业是民营经济中最主要的
组成部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
局副局长贾宏伟表示，将从狠抓惠企政
策落地落实、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构建高效服务体系和进一步深化国际
交流合作等四方面，着力推动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B⁃
MI）为102.8%，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指
数在连续两个月上升后出现回落。

各分项指数中，大宗商品供应指数继
续上升，当月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至
103.9%，指数三连升至近四个月以来的最
高。各主要商品中，铁矿石、煤炭、有色金属
和汽车供应量继续增加，且增速加快。

10月份，大宗商品销售指数结束之前
的两连升出现回调，当月较上月回落2.6个
百分点，至102.8%。分析认为，进入11月
份，在各地拼经济的背景下，需求还是有一
定的韧性，尽管局部区域需求季节性回落，
但部分地区是难得的施工季节，在货币政策
持续发力，财政政策也开始发力的背景下，

部分领域的需求还是会有进一步改善。
10月份，大宗商品库存指数止降回升

至101.0%，较上月回升1.4个百分点，升至
近八个月以来的最高点，整体商品库存量在
连续四个月减少的情况下，本月出现增加，
由于供应端增速持续加快，但终端需求有所
减弱，库存压力有所显现。

分析认为，预计11月份，国内大宗商品
市场运行压力将明显加大。不过，四季度在
市场内生动力稳定释放以及稳经济政策进
一步发力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回稳向好运行
仍具备基础。在宏观政策利多以及商品供
应预期下降的背景下，大宗商品市场底部支
撑较为强烈，价格整体回落的空间有限，而
煤炭、成品油及和石油相关的部分产品，价
格有望延续涨势或出现反弹。（中 新）

用匠心传承创新 抒写湖笔产业高质量发展篇章
“中国裘皮指数”发布 高价位熟皮价格坚挺上行

毛皮行业呈现恢复性增长趋势

资 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三方面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最好的服务

10月中国大宗商品指数小幅回落

构建轻工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