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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潍坊城往东20公里的潍河西岸，是坊子工业发展区
的王家庄子村。村口处，一座“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的
巨大牌楼迎接八方来客，两侧写着“银线连四海，风筝冠
五洲”的大红对联。

数百年来，王家庄子村风筝制作从小到大，从大到
强，已走上产业化之路。村里每年制作风筝8000多万只，
产值达2亿多元，在全国风筝市场占有率约达80%。“世界
风筝看潍坊，潍坊风筝在王家庄子”，已成为业内共识。
麦收前，本报记者在坊子区风筝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铁源的
带领下，到王家庄子村实地探访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的崛
起之路……

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起飞

“俺们王家庄子村是自然村，分为一村、二村、三
村、四村4个行政村，有4600多口人。”作为土生土长的王
家庄子人，王铁源对村庄发展的脉络颇为熟悉。

在王铁源的向导下，记者先到风筝文化馆参观，正巧
碰到手工艺人王兴胜在赶制蝴蝶风筝。王兴胜介绍说，扎
制风筝首先要制作竹坯。话音刚落，他便用特制的刀具，
将早就切割成半米长的竹板劈成两三厘米宽的竹条，劈去
内层，刮去外层“毛坯”，只留下原来大约三分之一的
“核心”部分。

接下来，王兴胜开始制作“风筝骨架”。他在点燃的
酒精灯上，将竹坯烤了一会儿，然后用钳子夹住竹坯，顺
势折出蝴蝶的半个轮廓。王兴胜将弯好的竹坯劈开，两两
相对，用细绳扎起来，便是左右对称的蝴蝶轮廓。

接着，王兴胜将一根根支撑轮廓的“肋骨”插上去，
不一会儿工夫，一个完整蝴蝶的骨架就扎好了。王兴胜介
绍说，这是蝴蝶身体，还要再制作一对翅膀才算真正完
成。

“俺们村以前有做竹编的传统。我初中毕业后就跟着
俺父亲学风筝扎制，一干就是近三十年。”王兴胜介绍
道，现在他和媳妇以扎制风筝为生，一年可以用掉一百多
捆竹板，连起来有8000多米！

“这个传统风筝，是由竹编演变过来的。俺们村做竹
编有三四百年历史了。在清朝时，族人王涛去南方承包竹
山，学习竹匠营生，还将竹材运回王家庄子搞加工。他跟
王三保在潍县城经营的‘协寿昌’竹器店在当时很有名
气。俺们村有做竹编的基础。俺们小时候没啥玩具，老人
就给弄个简易的小风筝，出去放放。”王铁源介绍道。

王家庄子的风筝产业是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起飞的。
“1984年，第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之后，当时的潍坊市工
艺美术研究所签了一批出口的风筝订单。我们村子给他们
扎骨架，他们拿回去再画上图案卖钱。后来，我们村的人
也根据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一点一点学着画。打那儿之后，
俺们村的风筝产业越做越大。”王铁源回忆道。

产业化浪潮的拍打，让传统风筝传承面临困境。“一
个简单的风筝骨架，做下来得几十道工序。每天在工作室
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遇到特色风筝品种，十天半月都不
一定能制作成型。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能吃得了这个苦
了。”王兴胜说。

记者了解到，在王家庄子村，从事现代风筝加工的人
占了95%以上，像王兴胜这样手工制作风筝的，全村只有十
家左右。除不方便外运外，人工成本高也是个很大的问

题。
“传统风筝的销售价格远高于现代风筝，不少人买传

统竹骨架风筝主要用来观赏。目前俺们的传统风筝主要销
往杨家埠，经过绘面加工后再外销。杨家埠的风筝画得
好，我们村里的风筝骨架扎得好。”王兴胜说。

创意驱动产业发展

从风筝文化馆往东，便是王家庄子的村居。村内房舍
整齐划一，道路两旁的银杏树绿叶满冠，硬化道路延伸到
各家各户，每走几十米能看到风筝厂的招牌。

风筝厂的生产一般采用流水线式分工协作，雇用工人
在作坊统一生产，并“放活”给小型作坊或农户加工半成
品。在村庄西侧的得利风筝厂里，记者见到43岁的王晓
松，他正忙着整理风筝。虽然是淡季，厂里仍有三位工人
在忙活，有做布料剪裁、缝纫的，有做风筝串制、成型
的。“我做风筝已经十三四年，之前在外面做车床。做这
个主要是离家近，家里还有五亩多地要种。做风筝是手工
活，工资偏低，因为有成本在那里管着。”王晓松说。

出得利风筝厂往南不远，便是国言风筝厂。在水冷空
调的吹拂中，厂房里有三位女工在缝纫机上，熟练地在风
筝上跑线。

“俺们是搭上全村都做风筝的便车，稍微干点就能挣
钱。可以这么说，没有风筝，俺们王家庄子不是这个样；
没有风筝，俺儿大学毕业也不会回来。”潍坊昌盛风筝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其昌介绍道。

张其昌家生产的“孙猴子”风筝，在风筝比赛中屡次
获奖。采访时，恰有微风。在王家庄子中心街上，记者也
体验了一把风筝放飞。20余个孙悟空在天空摇摇晃晃，时
高时低，甚为壮观。

亮丽的风筝背后，有着无言的付出。“我们跟国际化
的企业没法比，挣的是辛苦钱，比种地好一点，也很知
足。”张其昌说，基本所有风筝厂商在旺季都会忙到凌
晨。

“村里每年制作风筝8000多万只，销往全国及海内
外，产值达2亿多元。”全国市场上销售的风筝，80%都是
由俺们村制作外销的。”王铁源介绍道。也正是基于此，
王家庄子村在2015年被国际风筝联合会授予“现代风筝产
业基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风筝厂多了，与之相关上下游产业，如风筝线、玻璃
钢、轮子、印染等配套产品加工厂也渐渐多起来，村里人
不用出村就能就近上班赚钱。“我们村没闲人，上到七八
十岁的老人，下到刚下学的青年，几乎都在村里厂子上
班。”张其昌说。

记者在几家风筝厂看到，即使是最简单的平面风筝，
每户生产的风筝样式、图案也是千差万别，像蝴蝶、蜻
蜓、鹰等传统样式的风筝自是不可少，而很多风筝户打起
了“创新”牌，在风筝上加入了时下热门的动画、卡通形
象。

创意驱动风筝产业的发展。对此，王铁源颇有感触：
“有位学者说，都说鲁班发明的风筝。其实不光风筝，所
有的发明都来源于群众，来源实践，是演变而来的，不是
一下子就弄出来的。说不定鲁班最初发明了风筝的雏形，
在后人不断的实践过程当中，使它越来越完美。俺们村这
么多年的产业发展，更是说明了这个观点。”

电商绝对是发展趋势

王家庄子的四季都是忙忙碌碌的，尤其在每年11月至
次年5月，是风筝销售旺季。从义乌、临沂等地来的物流车
昼夜不息地前来拉货。

除了线下订单，互联网也是风筝销售的重要渠道。旺
季时，扁长的快递箱堆积如小山，村里20多家淘宝店铺经
营者们忙得热火朝天。

“90后”青年王博文，已有五年多淘宝销售经验。他
注册的“织羽坊”已升级为天猫旗舰店。网店内各式风筝
应有尽有，除了传统的蝴蝶、老鹰风筝，还有夜光风筝以
及风筝DIY材料、风筝轮、风筝线等部件。

“俺们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忙的时候就找两个人一块
儿干，不忙时候就自己干。”王博文说，“以前我们都是
在潍坊的，现在全都搬回村里了。因为离货源很近，拿货
方便。现在配套的快递也来了。”

“在城里时，发货量小，一天最多700单，就高峰的那
几天超过了一千单。回村后，快递直接来上门拉货。去
年，大约发了六万单。今年上半年忙的时候，清明节前
后，一天4000多单。”王博文介绍道。

在王博文的仓库里，记者看到货架子上不同种类的风
筝，被规整得井井有条。“咱们实事求是地讲，他们年轻
人思想比我们开放，有超前意识，有冲劲。我们是撵不上
了。”王铁源在一旁赞道。

王博文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继续说着自己的生意经。
“我们网络销售对质量要求更高一点，还有一些造型什么
的都会让生产厂家改进。我们这个模式就是忙完了休息，
整理整理店铺，该上新上新，准备下一个高峰期。”

市场驱动着风筝产业的升级改造。最近，来找王博文
打听开网店的乡亲，不下十位。“电商发达了，无形中也
会把风筝市场放大。最明显的是经常有来买风筝的，先发
过一张别人放的风筝照片，也想要同款。”王博文说。

在这个创意纷飞的时代，王铁源也多次提到一个概
念——— “小风筝有大文章”。“五月底，我到上海参加第
37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体育产业真是了不得，包
罗万象。国家重视全民健身，咱们这个风筝受季节影响不
大，成本低，正好可以好好推广。”

“下一步电商绝对是发展趋势。你抓住这个机会，要
做大做强。”王铁源对王博文说，“你未来的发展必定要走自
己生产的路子，到时候要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张其昌的儿子张正勋也忙着张罗网店。大学读计算机
专业的他，放弃了在潍坊城区的工作，回家做了四五年风
筝产销。“一开始不愿意干，风筝哪有啥魅力，现在觉得
还挺好，干着还不错。两年之前，我弄过淘宝店，当时太
忙了，放下一段时间。现在俺父亲觉得自家产量上来了，
我也熟悉风筝的流程了，他鼓励我继续做网络销售，我准
备下半年就试试。”张正勋介绍道。

下一步抱团发展

虽然王家庄子风筝有8000万只的产量，但在王铁源看
来，量是上去了，但附加值还没上去，发展潜力很大。

“目前的话，俺们这些人年龄大一点，改变是比较困难
了。再下去个三五年，年轻一代可能会有新思路。”王铁源说。

居安必须思危。王铁源经常和风筝厂的经营者们聊
天，督促他们到处看看。“风筝在全国各地来讲，滕州割
走了咱们1000万的产值。去滕州看他们的生产流程，我感
到很震惊。那里只有一个厂家，但生产车间、仓库、工人管理
全部标准化。这两年河北的邯郸，出塑料风筝，卖五六毛钱一
个。对俺们冲击很大，那里的产值不低于500万。”

“还有一个市场在四川成都。他们在我们这里买的布
料，我们这边给他裁好，给他印好，给他加工好半成品发
过去，他们自己组装。我们给他出的数量越大，只能挣他
个加工费，他发展的空间就越大。”王铁源分析道。

“要再上新台阶，还要建立相应的研发团队。”王铁
源听了一位专家对风筝产业的建议，一直在想法推动风筝
产业向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应该抱团发展了。所有王家庄子做风筝的都
拧成一股绳。”王铁源说，今年年初坊子区风筝产业协会
成立，标志着坊子风筝产业迈上了新台阶。“这次成立还
比较仓促，只有27家风筝厂家加入协会。我们想把所有做
风筝的、做材料的就全邀请进来。所有的厂家统一起来，
把‘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的名号打得更响亮。”

在王铁源看来，一个健康的风筝产业协会，应该像一
个良性的生态圈，可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为成员提供
信息传达、生产销售指导、金融等综合服务。“俺们应该
一个月或者是一季度开个会，互相沟通，厂与厂之间在产
品上有协调，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好。”

当然，内部的发展离不开外来的助力。对于未来，王
铁源满怀信心。据悉，坊子区将把王家庄子打造成“潍水
风筝小镇”，将建设风筝创意创业园区、核心居住区、旅
游开发区、滨水休闲区、现代农业区五大板块，着力打造
潍河岸边集风筝文化展示、技艺传承、放飞体验、乡野采
摘及农家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风筝小镇。

愿将来王家庄子的风筝产业会飞得更高远！

初见王铁源，感觉他很踏实。他对王家庄子的风筝产
业，饱含深情。“也得感谢党和政府对俺们的重视。我们村的
风筝文化馆是全体村民的福祉，全国独一无二的。风筝小镇
也被列入政府工作议程了。作为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希
望，王家庄子的名气更大了，乡亲们的日子会更好。”

对风筝产业的研究，王铁源是个热心人。从原材料、
造型、发展历史，到各地动态、潮流，他都有自己的见
解。“没有风筝协会之前，我自己就弄了个风筝队。只要
全国各地有活动的，我就自己开车，制作了一面‘中国风
筝产业第一村’的大旗，出去宣传咱们村的风筝产业。我
年轻时候就喜欢玩，各种体育运动都会，但都不精。最近
到济南、山西、滕州参加风筝比赛。”王铁源说。

王铁源也见证着风筝产业的发展。“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末，我们从传统风筝开始生产三角、无纺布风筝了。那
时候还没玻璃钢，一个风筝卖两块钱左右，村里开始有万
元户。那时候我上班，但已经开始给家里人采购材料、销
售。结了婚以后，我就自己做风筝，上天津去采购的布，
染料是上济南买，让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老师给我配
方。到了2000年左右，我就逐渐开始生产现代风筝了。”

现在，王铁源开着一家风筝轮生产厂。他是个有心人，
每年都到渔具展销博览会上学习，看有啥新技术能运用到
自己产品上。他的风筝轮经常被抢购一空，有时加价难求。

对于风筝产业发展，王铁源有清醒的认识。单就知识
产权保护来说，他心里很明白。“花钱买知识产权就是为
了良性的发展，其实你越往里头缩越紧，大家都来攻击
你。你要是朝外走反而越走越宽。”

风筝之路，该怎么走？在王铁源看来，各地有不同参
考。“我潍坊一个朋友，厂里有七八个工人，专门做软体
风筝，一年产一百个风筝，一个风筝能赚一万。

“我还有一个伙计。当年他在70来平方米的家里，和
他老婆一块儿用缝纫机加工风筝。现在形成规模了，专门
做特技风筝。他发一个物流包，里面有一二百个风筝，那
利润抵得上俺们一小货车风筝的利润了。”王铁源说，利
润率高的背后是知识产权。

“下一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大。现在，有的风筝
专利被人模仿了，走诉讼途径成本太高、时间慢一些，但
可以在网络上，让模仿者的产品下架。”王铁源说。

对于风筝制作技术的发展，王铁源在关注电脑喷绘和
3D打印。他分析说，喷绘比制版要便宜，而且灵活，重
点是可以做订制。“比如房地产、景区搞宣传活动，三五
百个都可以做。3D打印，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就怕
你设计不出来。”

王铁源还常思虑传统风筝如何传承。“我们在申请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党和政府都有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支
持。我们在风筝文化馆也开辟了研学区，让中小学生来体
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本版图片均为卢昱摄影）

世界风筝看潍坊，潍坊风筝在王家庄子。潍坊市坊子区风筝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铁源说，坊子区王家庄子
村的风筝产业发展从小到大，从大到强，远销海内外，年产值达2亿多元，成为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

坊子风筝人：一根银线牵五洲
□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刘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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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心人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王铁源向本报记者介绍比较畅销的老鹰风筝。

王家庄子风筝文
化馆外景。

国言风筝厂的工人
在缝纫风筝。

张其昌准备放飞
孙猴子风筝。

王博文在仓库里
介绍产品。

风筝文化馆的研学区

放飞成功的孙猴子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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