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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起步

“一楼用于制笔，二楼用于吃饭、睡
觉，每晚都要伴着嘈杂的机器声入眠”

从浙江杭州沿富春江南行，约 1 小时车
程便抵达桐庐县，富春江最大的支流——分
水江在此汇入。从县城沿分水江再向西北行
驶半小时，便抵达了分水镇。

从空中俯瞰，“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分水
镇被群山环抱，分水江穿城而过，城镇、工
厂、民居等沿江散布。

受限于地理条件，相较平原地区，分水
镇的农业占比并不高。一路上，记者只见到
零星的农田，倒是城市建设让人眼前一亮：
道路开阔平坦，高楼鳞次栉比，城镇干净整
洁……夜晚，镇中心的市民广场人头攒动，
人们载歌载舞，商户客流如织，小镇自有其
繁华热闹。

分水为何繁荣，百姓如何致富？答案就

藏在一支小小的笔里。上世纪70年代，杭州
圆珠笔厂供销科科长楼阿土到分水公社儒桥
大队探望在此插队落户的女儿。他发现，这
里的一种小竹很适合用来制作圆珠笔笔杆，
便向村干部提出建议。儒桥大队当时刚好有
个加工竹制品的小学校办工厂，便开始尝试
生产“竹杆圆珠笔”。

两年后，在杭州圆珠笔厂支持下，校办
厂开始“升级换代”，生产“塑料笔杆圆珠
笔”。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分水，不少老百
姓开始放下锄头，拿起工具，一间房子，几
台简单的机器，一干就是一整天。一时间，
制笔作坊在分水镇遍地开花。

杭州金马文具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海
从事制笔行业30余年，上世纪90年代他还操
持着一个家庭作坊，“一楼用于制笔，二楼用
于吃饭、睡觉，每晚都要伴着嘈杂的机器声
入眠”。

“开模是制笔中最关键、难度最大的环节。
那时候开模需要手工完成，模具精准与否全看

工人的经验和技术。”林海
说，有一次，为了赶工，他
连续调试模具一天一夜，
天蒙蒙亮的时候，打起了
瞌睡，胳膊搭在机器上，被
刀口划伤。林海边说边撩
起袖子，向记者展示右臂
上的伤疤。

仅靠手工，模具精准
度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影
响产品质量。“模具的两
面有时无法做到完全贴
合，在有瑕疵的模具里注
塑，生产出来的笔杆上会
有多余的塑料，像鱼鳍一
样。”林海说。

当时的制笔行业，不
仅生产方式比较传统，交

易方法也很“原始”。先由温州、义乌等地的
商人发电报至分水下订单，工厂根据订单采
购原料、开工生产，产出后用麻袋装好，再
用农用拖拉机运至交货地，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最后才由经销商销往全国各地。整个销
售过程既没有广告推广，又没有策划营销，
过程粗放、效率低下，不利于分水笔业进一
步打响知名度。

创新开路

一支笔用完，球珠要滚动10万次以
上，硬度、精度要求高，曾经只能依赖进
口。分水一家企业开展科技攻关，生产
出了合格产品，出口国外

从业多年的经历让林海等一众制笔人意
识到：要想将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创新生产
模式，让生产搭上“数字化快车”。

在金马文具的生产车间，开模、注塑、
组装等环节都由机器完成，只需要几十秒，
26 个零部件就组成了一支书写流畅的中性
笔，工人全程不需要上手，只需操纵机器上
的面板。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车间里机器比
工人还多。

“注塑车间 49 台机器已全部装上数据采
集器，实现检测数据实时传输、实时查看、
实时分析、实时预警。”林海说，“仓库也同
样接入了数字化平台，部件的出库情况，只
要在系统里搜索，很快就能找到。实行全流
程的数字化管理，预计生产效能提升 30%，
生产成本下降15%。”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笔尖上一颗小小的
球珠阻碍分水制笔业发展。这些球珠直径在
0.25毫米至1.4毫米之间，看起来和沙粒差不
多大，记者拿起一个盛满球珠的小瓶，里面
有约30万颗。以前这颗小小的球珠，只有国
外几家企业能够生产，国内制笔企业只能依

赖进口。
小小的球珠，为何成了大难题？球珠由

特种材料制成，硬度和破甲弹头相当。书写
时，球珠滚动的速度比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
驶的轿车还要快几倍。一支笔用完，球珠要
滚动10万次以上。球珠与笔尖的缝隙需要控
制在 2 微米左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
几十分之一，不能多也不能少。

“球珠由真空烧结炉烧结而成，实现球珠
自主生产，首先需要攻克‘设备关’。”桐庐
鼎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带头人吴亚昆
对记者说。鼎申科技是位于分水镇的一家球
珠生产企业，创业之初只能租借炉子，购买
毛胚进行烧制，做一些粗加工的简单活。

2008年，公司得到一台接近报废的进口
真空烧结炉，如获至宝。但没过多久，炉子
出现故障，只能请外方专家来维修。“为了保
密，外方专家在维修的时候，要求中国人离
场。”吴亚昆说。

这件事给了鼎申科技很大触动，公司开
始着手自主研发真空烧结炉。技术人员进行
拆解研究，提出技术改进方案，联系国内相
关设备厂商，定制生产球珠专用的国产真空
烧结炉。目前，鼎申科技的真空烧结炉都是
自主研发生产的。

第二关是“配方关”。“球珠原料配方多
达二三十种，各种材料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
球珠质量。”吴亚昆说，“就像炒菜一样，只
有烹饪设备还不够，还需要有合适的菜谱和
恰当的火候。”研究配方只能靠一遍遍的试
错。尝试一种方案就要花费约一周时间。技
术人员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去试验，经历了
80多次失败，最终才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从“合格产品”到“优质产品”，鼎申科
技又经历了不断摸索、完善，最终使产品足
以和国外产品掰手腕。“为了验证产品性能，
我们专门建了一家制笔厂，不为盈利，只用
于试验自产球珠的性能。”吴亚昆说。目前，

鼎申科技每月可生产球珠约20亿颗，占据全
球球珠市场近1/3的份额。

打造品牌

一支普通的笔售价几元钱，一支名
牌笔则可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

“制笔业是一片红海。”桐庐欧赛笔业生
产负责人陈伟明说，“要想在市场突围，就必
须打造差异化产品，形成品牌。”在桐庐欧赛
笔业，记者见到各种各样新奇的笔。有专门
用于训练手指灵活的转转笔，拥有计圈、计数、
计时和速度显示等功能；有解压笔，笔头套上
足球或篮球，在不停转动中舒缓情绪……

欧赛笔业还将产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相结合，推出了二十四节气套装笔。“这套笔
市场反响很好，尤其是获得了年轻人的青
睐。”陈伟明说。

作为杭州亚运会特许文具供应商，欧赛
笔业在研发上下了不少工夫。他们与浙江工
业大学共建工业设计联合研发中心，共同开
发的杭州亚运会特许商品已有24款产品实现
量产投入市场，实现销售产值 5000 余万元。
记者见到一款台式笔，将杭州亚运会的吉祥
物放在笔头，造型憨态可掬，既可以用来写
字，又可以当摆饰。

如今，分水很多本土企业都亮出新品
牌：指舞文具的“指舞”牌笔类产品，金耀
制笔的“恋上字”，爱加文具的“爱加”……
一支普通的笔售价几元钱，一支名牌笔则可
卖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分水笔出海已有几十年历史，但靠出海
成为“亿级制笔企业”，周建勤创办的桐庐百
特文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家。

2015年，周建勤感受到电商风口，在女
儿的帮助下，他逐步把销售渠道延伸到了亚
马逊电商平台，一个月就出货 600 多万支，
销量增长了20％以上。2021年，百特文化的
电商平台销售额突破1亿元。

鼎申科技的球珠则销往日本、印度等国
家。有一次，一家日本公司主动找鼎申科技
订购一批球珠，并对产品质量提出很高要
求，想探探底细。没想到，中国企业的技术
储备早已高出了他们的预期，不但保质保
量，而且提前交货，让对方吃了一惊。

走过约半个世纪的分水制笔业，在做大
做强的道路上没有停步。“我们将继续创新，
生产出耐久度更高的球珠，提供更好的书写
体验。”吴亚昆说。

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年产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年产8080多亿多亿支笔支笔——

笔尖上的产业升级笔尖上的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昊昊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

都离不开笔。在浙江桐庐分水
镇，小小一支笔，做成了大产
业。该镇有近900家制笔及配套
企业，年产量 80多亿支，年产
值超60亿元。

制笔，带动了分水镇百姓增
收致富。截至 2022 年底，全镇
常住人口 5.2 万，外来人口 2.7
万，直接从事制笔业人员逾1.3
万、吸纳并带动周边就业人员4
万多人，形成了完备的制笔产业
链，被誉为“中国制笔之乡”。日
前，记者走进分水镇，探寻该镇笔
尖上的产业升级。

笔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书
写工具，记录着人类的灿烂文
明。关于笔，还有一个动人的
童话故事。一个叫马良的小
孩，勤劳又善良，他拥有一支
神奇的画笔，在他笔下，所画
皆成真。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
被誉为“中国制笔之乡”，年
产笔 80 多亿支，年产值超 60
亿元，对分水镇老百姓来说，
这就是幸福笔、神奇笔。

作为浙江块状经济发展的
典型代表，分水制笔起步早、
发展快。然而，和一些传统制
造行业一样，分水笔曾处于低
端制造的状况，一度和“廉
价”“劣质”画上了等号。20
年前，“做大做强、强化特
色、拓展空间、城乡联动”十
六字良方，为分水镇笔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

分水镇近年来充分发挥块
状特色产业优势，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
建设，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有较
大提升，形成了完备的制笔产
业链。回溯过往，展望未来，推
动分水制笔业持续发展，离不
开三条“鱼”。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需要品牌化、精品化的“金鱼”。

金鱼外表靓丽，恰如设计
精美、各具特色的高端笔。分
水制笔在行业共同努力下，依
托分水镇大力打造的省级笔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在“校、地、企
共建”发展模式中不断探索，
新技术不断应用，产品新意迭
出，亚运笔、动漫笔、高端礼品
笔等特色产品，让“中国制笔之
乡”的品牌越来越响，也开辟
了更大市场空间。

——一个行业要想保持创

新动力，需要“鲶鱼”激发竞争
活力。

分水镇不仅注重培育本
土企业，更加注重引进优质
项目。如今，园区里的一尾尾

“鲶鱼”不断搅动整个制笔产
业，来自上海、宁波、温州等
地的公司相继落户，激发着
制笔行业良性竞争，也补齐
了分水整条制笔产业链在高
端零部件供应上的缺口。

——制笔行业做大做强，
要有“鲨鱼”，即龙头企业
引领。

几家龙头企业竞相冲刺、
快步前进，有的利用“数字化”
工具，不断提升管理质效，降
低成本逾两成；有的加大研
发投入，研发的高端笔用球
珠，月产 20 亿颗，占据全球
市场近 1/3……“大带小、小
带散”，龙头企业的成功经验
给予更多企业信心，激励着
整个行业的发展，也锻造出
更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制笔行业的一条条“金
鱼”“鲶鱼”“鲨鱼”，不仅是一
个个制笔企业的成长故事，更
凝聚了分水制笔人敢于创新、
追求卓越的精神。从“无中生
有”到“有中生优”再到“优中
做强”，发展优质现代产业集
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脉络
清晰可见。一次次自我革新，
绘就了分水制笔产业拔节生
长的生动图景，也将绘就分水
制笔产业的更美好未来。

（作者为浙江省桐庐县分
水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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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风光。 分水镇供图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风光。 分水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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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水镇举办的中国笔业博览会上的一家制笔企业展台。
分水镇供图 金马文具生产车间。 金马文具供图

江西省进贤县文港镇·毛笔

文港镇毛笔工艺从两晋时期传承而来，
至今已逾1600年。

文港毛笔制作器具有 30多种，制作工序
有 100 多道，工艺纯熟，配料均匀，制作精
湛。2021 年，文港毛笔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第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港现有毛笔生产企业400余家、毛笔作
坊2200家。2022年，文港毛笔产量达9.5亿支，
产值 35.75 亿元，制笔及相关文化用品产业实
现销售收入近80亿元。

▼在文港镇文化产业一条街，毛笔制作
技艺非遗传承人徐华荣正直播制笔过程。

史家民摄 （人民视觉）

元宝村被誉为“中国土改文化
第一村”，也是“中国铅笔之乡”。
上世纪90年代，元宝村从铅笔板生
产起家，村办企业一跃成为行业翘
楚。如今从基础原材料、板材到软
化铅笔板，在村里就能完成产业互
补配套。

元 宝 村 目 前 有 铅 笔 企 业 12
家，其中规上企业2家。元宝村年
产 3000 万罗铅笔板，年加工铅笔
23亿支。作为中国铅笔板、铅笔重
要产业集散地和知名文具品牌重
要供应商，元宝村铅笔远销德国、
捷克、土耳其及东南亚国家。

▶元宝村铅笔企业生产车间。
（韩婷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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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榔桥镇油画笔产业初
创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从家
庭作坊逐步发展为规模化生
产。2015 年，榔桥镇被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中国制笔协会授
予“中国油画笔之乡”称号。油
画笔加工现已成为该县支柱产
业之一，带动数千人就业。

泾县油画笔及配套加工企
业 100 多家，形成了较完整的
产业链。2022 年，泾县油画笔
产业总产值超13亿元，年产各
种规格品种油画笔 8000 万打

（12支/打），畅销海外市场。

◀廊桥镇企业准备销往海
外市场的油画笔。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康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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