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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一个产品，能带来什么？做强一个产业，又能改变什么？潜山市源潭镇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产业兴则城镇兴。

从最初的一支毛笔，到品种上千的各类刷制品；从“背包客”两腿跑市场到电子商务网上销售；从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操作机械的产业工人；从贫困小山村变为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淘宝村；从外出务工到人口

净流入乡镇……长期以来，源潭镇将制刷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变化目之可及。

在工业化进程中，在三产融合里，源潭镇居民的生产生活迎来质变。

工业化进程中的刷业小镇
本报记者 常 艳 查灿华

3月21日，潜山市源潭镇正式
获批“中国刷业之都”。其时，全
国90%的环卫刷、70%的工业刷由
此销往全国。

时光回溯40年，你会在源潭镇
看见一群“背包客“的身影。

再往前，还会看见一个叫陶良
先的知青。

20 世纪 70 年代，知识青年陶
良先从江苏无锡下放来到源潭
（原双峰乡） 青田村，一同带来的
还有一门毛笔制作的手艺。当年
的陶良先不会想到，一支毛笔在
40 年间会为源潭带来什么，彼
时，他最常想的是如何收购猪
鬃，制作更多毛笔。

对于世代务农的青田村村民来
说，毛笔的收益远远大于种田，很
多农民慕名而去，学习制笔技术。

作为制笔最重要的原材料——猪
鬃，成了当地的抢手货。一些农民
在农忙之余，开始收购猪鬃，进行
分拣、制作毛笔。

“我们家一个供销员在大西北
地区发现毛笔销量很大，当时的供
销社便决定在家利用猪鬃加工成毛
笔。”双峰社区党委书记汪吉宁
说，后来人们又将毛笔串在一起，
做成了排刷、毛刷、油漆刷，村里
一些能人到全国各地去推销油漆
刷，这便是源潭刷子的起源。

这些能人被后来人称为“背包
客”。今年53岁的徐根便是其中之一。

“家里世代务农，20世纪80年
代，听说跑毛刷能赚大钱，我便找
了个师傅，跟着一起去跑市场。”
徐根说。

当时，不少像徐根这样脑筋活

络的年轻人放下锄头，背起背包，
到四川、广东等地的二级批发市场
上门推销。

“到了一个城市，先找宾馆住
着，宾馆有电话簿，在上面找哪里
有工厂，问人家工厂在哪，拿着刷
子样品去问，签了合同就回来做。”
徐根说。

40 年间，无数如徐根一样的
“背包客“，通过双腿，一步一步
将源潭的刷子运往全国各地。他
们在带回订单的同时，也发现更
广阔的市场，不断推动源潭镇刷
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背包客”胡
云节在推销油漆刷时，发现工业刷
利润更高，便开始在家尝试生产工
业刷。一时间，工业刷开始成为源
潭制刷业的主流。制刷方式也由纯

手工生产转变为半机械化生产。
进入21世纪，源潭筹建民营经

济园区，引导企业入园。源潭制刷
业开始形成上下游统一、供求有序
的产业链。此后，民用刷、工业
刷、环卫刷、航空刷……源潭制刷
种类不一而足，多达上千，覆盖生
活生产方方面面。

在源潭刷业发展的同时，全镇
5.5万亩的土地流转解放了更多的农
村劳动力。随着加工业发展，分工
细化，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催生
更多就业机会，不少农民纷纷放下
锄头，成为产业工人。

在源潭镇，6万多农民中，从事
制刷的就有3万多人，人均年收入3
万多元。截至2018年，源潭刷业产
值已达到66.8亿元，“源潭制刷”区
域品牌价值评估达35.22亿元。

一支毛笔的

蝴蝶效应

2016 年，双峰社区居民朱作
云放下了农活，一家三口进入制
刷企业，成为产业工人，收入跟
着翻了倍。

“小儿子跟我在同一个厂，老
婆在拉丝厂，三个人一年能有十多
万工资呢。”朱作云操作着机器，
手法熟练。

“别看我这厂房不大，我这可
是规模以上企业，有20多个工人，
年产值近千万元。”某制刷企业负
责人陈良文说。此前他边务农边开
车，1998年开始从事制刷业，从农
民摇身一变成为了企业家。

小刷子让农民就地变身为工人、
企业家，也改变着小山村的命运。

“松明当灯点，辣椒做油盐，
蓑衣当铺盖，梆声伴夜眠。”这是

从前的双峰社区的真实写照。而因
为制刷，青田村在80年代末，就一
跃成了“小康村”。

2005 年，双峰乡撤乡并村，
原青田、十路、柴庄、金塥合并
为双峰社区。为将传统制刷业做
大做强，该村通过刷业协会将全
村具有一定规模的制刷户集中起
来，由一家一户家庭作坊式生产
变为机械化、半自动化生产。同
时，组建了双峰刷业网站，定期
公布刷制品的供求信息，实现网
上交流和贸易。

“从前，家家户户以种田为
生，而今，全村90%的农田都实现
了流转，人们皆投身了制刷业，
2006年社区就有小汽车100多辆。”
汪吉宁说。

老一辈的“背包客“热衷跑市
场，而 80 后、90 后，以及 00 后，
则把市场搬到网上，新一代“背包
客“依然在改变着源潭。

“这个小刷子是江苏的客户
订制的，据说是航母上用的，今
天要发 1000 个。”10 月 6 日，记
者见到张友朝时，她正忙着发
货。张友朝早些年跟丈夫一起做
服装生意，亏损严重，后来听朋
友说在家搞刷子能挣到钱，2013
年她便开始在淘宝卖起了刷子。
2018 年之前，张友朝在网店卖的
都是别人生产的环卫刷，但随着
刷制品网店越来越多，竞争越来
越激烈，打起价格战时，她作为
中间商毫无优势，利润缩水严
重。于是，张友朝与丈夫一起开

办了加工厂，走上了“实体厂+网
店”的路子，去年网店销售额达
300 万元。

在双峰社区，注册登记的网店
有400多家，绝大部分都是经营刷
制品，销售额超亿元。最近，双峰
社区还入选了阿里研究院公布的
2019 年淘宝村名单。据了解，对

“淘宝村”的认定标准，除了电商
年销售额达千万元，同时村内活跃
网店数量还要达到100家。双峰入
选“淘宝村”，可谓实至名归。

目前，双峰社区有制刷企业和
个体户、家庭作坊近2600家，从事
制刷的4200人，占全村人口75%以
上。村民生活富足，人均年收入高
达28000余元，全村80%的人家都
有私家车。

小康村“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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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多，双峰社区的单新
兵正在赶制环卫刷，当天，他的发货
量是20根；

下午2点多，德邦物流的快递员
方亮正在挨户收取快递，打包、计
价、发单，一天要跑20多家；

下午4点多，从墨西哥进口的剑
麻抵达徐根的库房，从广东运到源
潭不超过72个小时；

下午5：30，满载着各类刷制品
的两辆快递车从中通快运发出，奔
往下一站点，发往各国各地；

……
走在源潭，刷业工厂的招牌、招

聘工人的广告随时闯进视线；制刷
加工的机械声随处可闻；物流车、快
递车在企业工厂门前装载、卸货的

场景随处可见……
40多年发展，源潭镇成为一个

典型的工业乡镇，全镇有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57家，现有工商注册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5896家，其中制刷业
4451 家。作为镇区一体的工业乡
镇，仅在集镇内的源潭刷业产业园
便聚集企业140家，其中，制刷企业
120家。

工业的集聚发展，为源潭镇带
来了人气。在很多农村成为“空心
村”的时候，源潭镇却是人口稠密，
常住人口8.8万人中，有2万多人是
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安徽省为数不
多的人口净流入乡镇。

“我们这里的工人有黄柏镇、
槎水镇等其他乡镇来的，省外最远

的还有哈尔滨人。公司 60 多名员
工里，外地工人就有40人左右。”
安徽六顺达刷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储
文明说。

而永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大公司） 里，300多名员
工中外地员工占到三分之一，多达
100多人。

“2005年刚来源潭时，只有一个
小招待所，一到晚上镇上人很少，找
不到饭店，有钱也花不出去。”作为
永大公司的首批员工，来自宿州的
刘统磊见证了源潭镇的变迁。

如今，刘统磊再也不用为花不出
钱而烦恼。人口的聚集，带来了服务
业的快速发展。源潭集镇里，商铺林
立，通讯、餐饮、物流、商场、超市、外

卖、星级酒店……应有尽有。全镇仅
餐饮服务企业就达201家，实现营业
额收入1.9亿元；物流企业35家，实现
营业收入1.95亿元。

此外，源潭客运中心建成运营，
开通镇区免费公交；潜山县医院源潭
分院挂牌成立，县域医共体正式构
建；投资1200万元占地10亩的标准
化中心幼儿园能满足500名适龄儿
童就读，第二小学建设正谋划建设；
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越来越完善的配套，刘统磊将
家人接到了源潭镇，一家四口在源
潭团聚；杨泗村黄陈生花了40万在
刷业大市场买了房，在集镇安了
家。工业化进程下的源潭镇正成为
更多人的第二故乡。

三产融合

带来乡镇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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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构建“四大体系”深度融入长
三角创新链。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连续19个月保持20%左右高速增
长，一是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自主
创新，培育省股权投资交易中心科创板
挂牌企业4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45
家、高新技术企业240家，华茂“环锭纺
纱智能制造系统”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纺织之光”科学技术一等奖，中船
自 主 研 发 的 ACD320G 气 体 机 和
ACD320DF双燃料机填补国内空白。
二是技术转移体系，突出首位产业带
动，市经开区与上海嘉定区合作共建汽
车零部件产业园，市高新区与华东理工
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共建研发和技
术转移平台，20余项科技成果转向创
孚医疗、诺全药业等企业。目前，已组
建运营10个首位产业创新平台，建成
省级以上研发创新平台173个。三是
技术推广体系，引导企业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提高首位产业科技支撑力。申洲
纺织对接浙江承接产业转移和科技成
果转化，形成浙江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宜秀区与江南大学、太湖县与复旦大学
共建成果转移转化基地。1-8月，全市
吸纳技术合同243项，成交额5.75亿
元，位居全省第5位。四是政策支撑体
系，市本级出台支持研发平台建设政
策，最高给予100万元奖励；支持长三
角全域仪器共享共用，对租用单位给
予20%租金补助；支持产学研合作引
进技术，给予技术交易费30%补助。市
高新区等出台激励办法，从住房、生活、
交通出行、创业贷款、仪器购置补贴等
多方面支持创新创业。 科 技

我市构建“四大体系”
深度融入长三角创新链

民进安庆市委开展多形式主题
教育活动。一是以民进安庆市委成
立30周年会庆为契机，在全会开展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教育，弘扬传统、深化共识；二是积极
动员各基层组织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三是推荐骨干会
员参加民进省委“我身边的先进”事
迹宣讲，以先进为榜样，带动全会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国庆
前夕与市高新区合办“壮丽七十载
奋进新时代”主题慰问演出，展示携手
共进促发展的精神风貌。 民 进

民进安庆市委
开展多形式主题教育活动

我市“三个一批”提升环保第三方
市场服务质量。引进一批，引进南京大
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等6家优质环
评编制和环境检测单位落户，今年以来
累计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保验收
等项目60余项。规范一批，针对第三
方环保机构能力水平、服务意识参差不
齐等现象，在全省率先出台环保领域第
三方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优先支持信用
等级优良的环评机构参与政府投资项
目和市级重点工程环评工作；对信用评
定差的环评机构，给予全市通报批评、
约谈法人、责令退出本市市场等处
罚。今年以来，已约谈 2 家环评机
构。提升一批，完善环境保护专家库，
征集环境污染防治、环境影响评价等
方面专家90名，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专家评审会55次，为企业提供
产业政策和污染防治指导。 生 态

我市“三个一批”提升
环保第三方市场服务质量

市供销社“双线运行”打造合作经
济组织体系。截至目前，已发展基层社
103个、专业合作社419个、综合服务社
1500个。一是完善联合社组织体系和
治理机制，市、县供销社召开社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二是
完善社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理事会
监事会、资产运营管理公司、社属企业”

“三位一体”新型社有资产管理体制。
三是完善经营服务体系。围绕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鼓励社有企业引进战略
投资者，推进社有企业横向联合和纵向
整合。四是推进双线运行机制，推进基
层社领办创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加
快社区综合服务社建设。以村社共建
为切入点，采取“1+N”模式，培育新型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 供 销

市供销社
打造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视视 觉觉

10月23日，工人在制作菌棒。怀宁县江镇镇新合村投
资230万元，建设菌棒制造厂，去年全村61户贫困户等困
难家庭，获得集体资产收益权证书，户均收益738元。今年
以来生产菌棒30万棒，提供就业岗位18个，其中5户贫困
户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通讯员 檀志扬 杨 笙 摄

近日，安徽农垦华阳河农场瓜蒌种植示范基地，家庭
农场职工对立秋之前挂果、涂有红色标记的成熟瓜蒌进行
采收。华阳河农场在分品种种植瓜蒌的基础上，还对瓜蒌
的挂果期进行标识，实施分期、分批采收，打造特色专用
品牌瓜蒌籽。今年，农场种植的 6000 亩品牌瓜蒌喜获丰
收，预计总产值2700万元，亩均收入4500元，每亩比普通
瓜蒌增收近千元。 通讯员 李 龙 摄

入秋以来，岳西县天安果蔬合作社150亩猕猴桃喜获丰
收，总产量约8万公斤，产值达160万元，带动了当地村民
脱贫增收。近年来，国家级生态县岳西县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通过立足生态环境优势，把生态农业与农村观光旅游
相结合，促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图为村
民在岳西县店前镇银河村猕猴桃基地采摘猕猴桃。

通讯员 王云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