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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到2亿，“江北家居重镇”再转型
邹平市好生街道打造全铝家居产业集聚区，形成江北最大生产基地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董乃德

　　邹平市好生街道引以为豪的家
居产品领域再被搅动，新加入者是
全铝家居企业。
　　7 月 13 日，在山东方霖铝业科
技有限公司（下称方霖铝业）展厅
内，橱柜、书柜、茶几……看上去
像温润、厚重的实木家具，听到介
绍才知道是铝合金材质。
  从 2017 年起，随着“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的兴起，铝材应
用市场逐步拓宽，好生街道把铝应
用覆盖深入到家居领域，用铝合金
替代木材制成家具，以期更好的转
型发展。

家居掀起“以铝代木”风潮

　　2017 年起，好生街道多家企业
纷纷推出从玄关、客厅到厨房等的
一系列家居产品。这些产品均有一
个特点，即通体为全铝合金型材
结构。
  “全铝家居不怕水不怕潮，零
甲醛，还可回收再利用。同时，铝
材在密度及压力方面都有很好的性
能，不易变形抗撞击，还能防虫
蛀、不褪色。”方霖铝业总经理王
琦介绍，铝型材家居最大的卖点是
绿色环保，他们推出的厨柜、阳台
柜等全屋定制家居产品，均受到了
市场的热捧。
　　好生街道素有“江北家居制造
第一镇”之称，从20 世纪70 年代起
步至今，大致经历了简易沙发、联
邦椅、布艺沙发、实木家具四个发

展阶段、三次转型升级。 3 万居民
的好生街道，从事家居产业的人员
达到 1 万余人，家具产业成为好生
街道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家具制造业到了一个
发展瓶颈期。市场竞争激烈、木材
原料渐少、产品同质化严重、环保
压力加大，产业调整转型已势在
必行。
  好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孙龙刚
认为，在消费者对家居生活要求日
益提高和国家节能减排力度越来越
大的大背景下，全铝家居迎来了春
天，“全铝家居是健康环保的新材
料，对企业来说，在扩大铝应用方
面，以铝代木是趋势。”
  一些企业看好铝家居行业的未
来，纷纷转型。“从市场优势以及
巨大发展空间来看，铝质家具产业

的兴起，无疑是邹平家具制造业的
一次变革。”伊斯特家居公司董事
长杨东升坦言。有着30 多年家具生
产经验的伊斯特公司，是好生街道
最先认识、最早涉足铝质家具产业
的企业之一。
  “短短 5 年间，从事全铝家居
的企业数量便从零增至如今的 53
家。”好生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马学福说。

为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

　　作为新兴行业，全铝家居在好
生街道正快速发展。 2020 年全街道
家居产业总产值达16 亿元，其中全
铝家居贡献了2亿多元。
  如何加大培育力度，全力为产
业转型升级赋能？这无疑是摆在地
方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构建现
代服务业体系，从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着手，找到新的
经济增长极和提升途径。”好生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理
科介绍说。
  好生街道身处中国“铝都”邹
平，是当地的“商贸名镇”，催生了
发达的商贸业态。从生产、加工、展
贸等多角度着手，好生街道提出，为
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全力打造
全铝家居生产服务集聚区。
  在位于好生街道的邹平铝木家
居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现场，
记者了解到，这个项目总投资9 . 28
亿元，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建
筑面积是4万多平方米，这里建有4
座标准化厂房和1座展示中心。
  园区建成后，将积极与国内著
名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加快
铝质家居批量生产工艺研发，力争
实现铝质家居流水线作业，不仅可
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带动
中小铝木家居企业发展，从而推动
好生家居行业实现质的飞跃。
　　目前已有38 家企业报名入驻产
业园。

要想发展好还须树强品牌

  从全国来看，好生街道的铝质
家居产业处于前沿，但是，成规模
的大企业偏少。发展全铝家居并不
容易，还须迈过几道坎。
  好生街道的木质家居经过50 多
年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从生产、喷漆、零配件采买，甚至
加工机械等，均能在当地购齐，但
铝 质 家 居 行 业 目 前 还 做 不 到 这
一点。
  机械化水平仍然偏低。好生街
道木质家居的机械化率已经达到
9 0 ％ 以 上 ， 铝 质 家 居 目 前 难 以
企及。
  另外，普通消费者对全铝家居
的接受程度仍有待提高。一些消费
者认为难以分辨不同材质家居的优
劣。“虽然知道价格有贵有便宜，
但我们其实不知道哪些材料好。”
消费者王见英说。对此，王琦认
为，全铝家居还处于起步阶段，企
业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提高全铝家
居的市场接受度，“很多人不认识
全铝家居，因此我们的挑战还有推
广方面的工作。”
  好生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凯说：
“全铝家居要走得远且走得好，除
了要实现规模化生产外，也要立足
品牌战略。目前，好生街道铝质家
居通过创新研发，已形成家居、办
公、文创、园林景观四大系列，产
品广泛运用于居民生活、城市建
设、办公环境等领域，注册的铝质
家具品牌也达到50 多个，形成了江
北最大的铝质家居生产基地。今
后，好生街道将以品牌建设为重要
抓手，打造一批立得住、传得开、
叫得响的铝质家居品牌。”

  近期，退林还耕政策成为讨论
热点。
  “退林还耕”和“退耕还林”
到底咋回事，这波“退林”潮中，
有些人对两个政策的关系产生了质
疑，“原来让种树，现在又让砍
树”的不解声音频频传出。
  其实，两个政策并不矛盾，也
并非一个代替另一个。
  退耕还林政策已推行几十年，
重点在水土流失或土地沙化严重等
不宜种粮的区域实施，要求因地制

宜恢复植被，主要为保护生态环
境；而退林还耕政策，主要是在各
地产粮区或宜粮区实施，重点是为
保护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以保
障粮食安全。两个政策的针对区域
和主要目的都不相同。
  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全
球焦点，我国一直把粮食安全问题
作为头等大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要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
落实耕地利用优先顺序。自然资源
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严格耕地用

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永
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
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因此，一般耕地特别是永久
基本农田里，要根据耕地用途重点
保障粮食生产，违规占用基本农田
发展苗木和林果的情况必须及时制
止整改，以遏制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势头，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大局。
  退林还耕政策是为了守住耕地
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当然要坚决
执行。但退林还耕还要确保“林退
能耕”，不能只顾退林不顾还耕，
更不能为执行政策、完成指标而一
刀切，破坏生态环境。可是，部分
地区却出现山区农民“上山砍树还
耕”的情况，这让人百思不解。难

道树砍了，陡峭的山坡上就能种
粮？细究才知，很多地区由于地方
建设占用耕地多，部分不宜种粮的
山地被划成了耕地或基本农田，现
在耕地指标完不成，只能上山砍树
凑地。然而，退林之后若无法还
耕，原先为保护生态而进行的退耕
还林努力也会前功尽弃。
  即便是前期落实占补平衡时划
分耕地不合理，现在执行退林还耕
政策也不能照本宣科。打着保障粮
食安全的大旗破坏生态建设，错上
加错的做法只会让群众对政策产生
误解和抵触，导致生态和粮食都保
不住。退林还耕政策下出现“上山
砍树”的事，反映出一些地方耕地
特别是基本农田可“腾挪”的空间
已微乎其微，也凸显出耕地保护的

紧迫性。同时，还说明耕地占补平
衡机制不够完善，一些补充耕地和
被占耕地并不能在质量和产能等方
面划上等号。
  现阶段，我们要严格落实和不
断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建立补
充耕地立项、实施、验收、管护全
程监管机制，确保补充可长期稳定
利用的耕地，实现补充耕地产能与
所占耕地相当。同时，要加大耕地
执法监督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
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强化耕地
用途管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
农用地。还要加强耕地性质和用途
的宣传引导，让群众真正了解政
策，主动配合政策，而不是稀里糊
涂地执行政策。
  无论是“退林还耕”还是“退
耕还林”都要因地制宜、实事求
是，适合搞生态的区域搞生态，适
合种粮食的区域种粮食，切忌为了
完成“任务”，既砍了树，又续不
上粮。

退林还耕要确保“林退能耕”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祝超群

全全铝铝材材质质打打造造的的酒酒窖窖。。

工人们正在组装全铝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