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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别样“红”
——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探访

全市国企为460户小微
企业减免房租585万余元

农业农村领域竞争性资金分配评审会举行
10个项目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业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评审打分

目前，该县红木文化产业辐
射5个乡镇80多个村街，4
万余从业人员，年产各类红
木古典家具产品 170万件
（套），畅销中外，年销售额
89亿元。该县也成为中国
北方最大的红木家具生产基
地和交易集散地，被誉为“中
国京作古典家具之乡”

第三届进博会廊坊实现
意向成交额1056万美元

比上届增长29.87%

▲每周二，中国红木城举行红木大集。这是熙熙攘攘的红木大集。
（河北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 亮摄

◀近日，顾客在正德发红木家具体验馆内体验新古典家具。
河北日报通讯员 周禹佳摄

□河北日报记者 解丽达
通讯员 周禹佳 金胜利 刘亮

10月27日，星期二，在廊坊大城县中
国红木城，车辆穿梭、人流不息，绵延数
公里的店铺摊位飘着原木的香味。据了
解，每周二举行红木大集，是最热闹的
一天，客流量可达3万人次。

小到手串、手把件，大到家具、
根雕艺术品，大城县的红木制作
技艺起源于明清时期，传承京
作器型和工艺，选用国家标准
认可的名贵深色硬木，做工考
究、高贵典雅，是京作红木家具的
典型代表。

由县城东部的南赵扶镇兴起，大城
县的红木文化产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壮
大，已成为县域特色传统产业之一，辐射5
个乡镇80多个村街，4万余从业人员，年产
各类红木古典家具产品170万件（套），畅
销中外，年销售额89亿元。该县成为中国
北方最大的红木家具生产基地和交易集散
地，被誉为“中国京作古典家具之乡”。

重传承
——留住传统工艺的“灵魂”精髓

烘干、开料、磨光、榫卯加工、雕刻、
组装、刮磨、烫蜡……10月28日上午，廊
坊宝德风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由“灰头土脸”的木料变成光鲜亮丽
的红木家具，需要经过一整套繁琐复杂
的工序。

“红木家具的生产，虽然可以借助电
锯、磨光机等机械，但真正的精细活儿都
要靠人工。”董事长宋玉顺指着一把椅子
的连接处告诉我们，“关节转角全部采用
手工榫卯工艺，这是最考验手艺的步骤，
也是传统家具的精髓所在。”

檀木真国色，悠悠古韵浓。诞生于明
清的红木家具，雕工精美、简洁大方，内
部结构非常复杂。一整套家具不用一颗
铁钉，即使放置百年，依然不散、不腐。

位于京津走廊的千年古邑大城，自
古便以木工、瓦匠著称。

改革开放后，古董市场复苏，一些看
准商机的大城人开始四处收购老旧红木
家具倒卖，其间对破损古家具进行修复，
并开始自己打制家具。

今年59岁的宋玉顺就是其中一员。
从收购、维修红木家具起家，他建起宝德
风古典家具有限公司，制作的家具再现
京作红木家具神韵。公司长年生产紫檀、
黄花梨、酸枝木等名贵硬木仿古家具，其
形、艺直追明清精品。

“古代的许多东西都不能被现代人
接受。但是，官帽椅、皇宫椅、太师椅等经
典家具器形，却能跨越时空，一直为世人
所钟爱和追捧。”宋玉顺说，大城的古典家
具之所以能在全国站稳脚跟，就是因为严
格以明式家具为样本，原汁原味，不因市
场改初衷，到任何时候都经得起推敲。

“粽角榫因外形仿佛粽子而得名，是
三根料相交的一个结构，在任何一个角
度都看不到料的横截面……”廊坊陶然
居家具有限公司展厅内，董事长叶双陶
细心地为来访者讲解。

插肩榫、圆腿夹头榫、燕尾榫……巧

妙连接的各种榫卯结构让人惊叹不已。
“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卯眼扣在一
起，两块木头就会紧紧相握，从此木头就
有了生命！”在叶双陶和众多红木手艺人
的眼中，中国古典家具特有的榫卯制作
工艺是红木家具的灵魂。

和宋玉顺一样，叶双陶也从买卖、修
复明清古典家具起家。上世纪90年代，陶
然居修建的两排瓦房车间是津保南线红
木生产一条街上的首个红木家具厂。

“红木家具是半个艺术品。榫卯的合
理运用和制作的精密程度，不仅直接关
系到家具的结构是否严谨、牢固，更关系
到家具的美观和艺术性。”叶双陶说。

在坚持红木家具国标的基础上，大
城县结合京作家具生产制作工艺特点，
研究制定了大城京作红木家具制作通用
技术标准，使企业生产进一步标准化，促
进了企业生产质量的整体提升。

同时，以宝德风、陶然居、红日等老牌
红木家具生产企业为依托，提升红木文化
产业的品牌效应和品牌拉动作用。目前，
全县红木文化特色产业集群内已创建省
级名牌8个、市级名牌22个，叶双陶、宋玉
顺等19人被评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求创新
——制作适应现代需求的红木家具

椅子靠背设计成S型，罗汉床变换尺
寸再加上布艺坐垫，中式床拆掉架子彰
显简约……走进大城县正德发红木家具
体验馆，一些设计新颖的新式红木家具
很受年轻顾客的追捧。

“古代人们讲究坐得板正，靠背都是
笔直的。现在，人们更注重舒适度，我们
把椅子靠背做成S型的弧度，坐上去更舒
服。”年轻的“90后”、德发红木家具有限
公司（即正德发）总经理郑宇翔介绍。

“儿子结婚时，我兴致勃勃地想为他
打一套古典红木家具。可他却不领情，嫌
古典家具笨重。”正德发创始人、郑宇翔
的父亲郑德发感慨，“儿子都不要我做的
东西，红木文化怎么靠他们传承？”

如何让古典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
制作既有古典家具神韵，又符合年轻人
审美特点的新仿古家具？由这样的思考
出发，正德发走上转型创新之路。

2012 年，郑宇翔接手管理后，款
式设计更为“年轻化”。公司与深圳的设

计师工作室合作，开发出融合时尚现代
元素的新中式、新古典系列产品，用料用
材成本降低，成为“工薪阶层也能消费得
起”的红木家具，去年，公司销售收入达
到2000万元。

“未来的市场，谁抓住了‘80 后’‘90
后’，谁就是胜利者！”谈及红木家具的改
革创新，陶然居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叶
双陶态度明确：“近年来，中式元素、中国
风日益占据市场主流，要以消费者需求
为出发点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将传统艺
术发扬光大！”

“传统红木家具尺寸大，不适合一般
户型。我们做了市场调查，研究目前哪种
居住户型多，‘量体裁衣’！”叶双陶指着
展厅里一组明式沙发六件套介绍，这是
在明式罗汉床基础上尺寸改小而成，同
时增加了靠垫，坐上去更舒服。

与陶然居、宝德风、正德发同为大城
县红木家具“四大家”之一的红日古典家
具有限公司，以其巧夺天工的“雕刻”闻
名。在红日艺术馆，销售经理冯娟为我们
展示了公司新研发的“影雕”工艺。它与
传统家具的檀雕不同，雕刻面是平而不
凸，难度极大。“这是借由苏州刺绣得来
的灵感创出的新工艺。只有不断创新，企
业才能赢得长足的发展。”冯娟介绍，今
年虽有疫情影响，但公司业绩不降反升，
总体订单量超过去年。

设计新产品、引进新设备、采用新工
艺和新材料……围绕创新驱动，大城县
在传承京作红木家具制作技艺的基础
上，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丰富产品结构、
提高制作技艺、降低生产成本，依靠创新
驱动提高市场占有率。陶然居、宝德风等
企业引进了德国等地的先进机械加工设
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宝德风在家具
传承器形设计上进一步发展，对古人的
传统美学元素进行抽象和演化，使其更
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红日家具公司引
入影雕、丝翎檀雕等新的雕刻工艺，增加
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搭平台
——与旅游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9 月 21 日，2020 年廊坊文旅大会开
幕，分会场之一就设在文化厚重的中国
红木城。

“高端大气上档次，意蕴深厚有内
涵……”9月21日，在中国红木城紫逸祥

红木艺术馆，来自北京的红木家具收藏
爱好者王彤试坐了一把贴金雕龙宝座，
不禁连声赞叹。

“这款宝座是按照故宫太和殿皇帝宝
座1:1的比例复制的，里面是小叶紫檀，外
面是24K贴金，工艺复杂精湛。更重要的
是，红木家具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它可以集中展示中国传统的宫廷文
化、工匠文化、礼仪文化、民俗与家居文化
等。”紫逸祥红木艺术馆经理王永亮介绍，
这里是2020年廊坊文旅大会的观摩点之
一，馆里顾客比平日里多了不少。

如今，红木俨然已成为彰显大城形
象的一张亮丽名片。大城县在推动红木
产业发展的同时，不断深挖红木文化内
涵，形成红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互融
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2015 年，省重点项目大城红木文化
产业新城（即中国红木城）开业，包括展
示中心、古玩商业街、配套住宅、中国国
际红木交易基地等，成为中国北方重要
的红木文化一站式体验基地。

2017年3月，中国红木城被列入“通
武廊运河寻宝自驾两日游”精品线路。
2019年，红木城成功获批国家4A级旅游
景区。每逢周二，来自京津冀鲁等全国各
地的游客都来红木城赶“红木大集”。红
木城全年客流量达200万人次以上。

“大集人气旺，小件更好卖！”在大城
县双福工艺品店，店主缴福举和妻子郝
福妹正忙着招呼客人。店里主要卖以印
度小叶紫檀、越南黄花梨等为材质的原
创工艺品摆件和文玩手串，拥有稳定的
销售渠道，还注册了“双福家”商标品牌。

为加强红木文化特色旅游的展示推
介，大城县还组织县内有关企业“走出
去”，积极参加国内重要会展，集中对大
城县特色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进行展
示，同时举办红木文化艺术节、红木文化
歌手大赛等一系列大型文旅活动，提升
大城红木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今年以来，大城启动全域旅游示范
县建设，以红木文化产业为基础，深入挖
掘大城的红木文化、葫芦文化、历史文化
和乡村旅游资源，加大中国红木城旅游
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景区综合服务
接待能力，全力推进大城县红木文化产
业宫廷木艺文化小镇建设，积极打造“中
国北方文化旅游名城”“京南休闲购物旅
游精品城市”。今年旅游产业复工复产以
来，大城县实际旅游收入达1056万元，接
待游客68万人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周禹佳、赵勇）
“我们计划打造一个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建设规模100亩以上，实行品牌化销
售，产品质量可追溯。”“项目资金概算、示
范基地自筹资金比例如何确定？高端蔬
菜销往哪里？预期效益如何？”

11 月 10 日，廊坊市 2021 年农业农村
领域竞争性资金分配评审会在市财政局
举行。针对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申
报的廊坊市蔬果产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
地建设项目，来自北京农业领域专家“刨
根问底”，项目负责人详细解答，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农业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
组成的民意代表团成员听得仔细认真。

共有 10 个农业项目参加现场评审。
针对项目负责人的陈述，来自国家部委、
北京高校的专家评审组从绩效、财务、农
业等各个角度提问，由16名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农业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组成的
民意代表团负责打分。

“面对国内外疫情，你们是否有明确有
效的应对措施？”“草莓架式栽培这个想法
很好，目前廊坊有这样的先例吗？你们的
目标是什么呢？”……评审会现场，专家们

问得专业、仔细，项目负责人答得全面、详
实，民意代表团成员侧耳倾听、认真打分。

据了解，廊坊市财政局将根据专家意
见、公众评分，确定2021年度农业农村领
域发展性项目的优先保障范围。

廊坊市财政局创新财政资金分配模
式，聚焦农业特色项目，以加快农业产业
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为目的，组织进行农
业领域竞争性分配评审，择优确定资金分
配对象。市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相关单
位谋划有利于农业发展的项目。50个申
报项目经过严格筛选，10个项目最终脱颖

而出，进入正式评审会。
“竞争性资金分配改革关注绩效管理

与预算支出管理的高度融合，更加注重资
金的使用效果和配置效率。”廊坊市财政
局副局长程广翔说，该局加强绩效目标管
理，优先保障绩效显著的项目，从而强化
激励机制，努力使财政资金“好钢用在刀
刃上”，资金用到实处、发挥实效。

据介绍，此次评审会属于事前评估阶
段，廊坊市财政局还会进行事中监控和事
后评价，对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
全流程监管。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丽达）11月4日至10日，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市举行，廊坊市交易分团参
观进博会贸易展览，开展商贸采购对接洽谈，累计实现意
向成交额1056万美元，比上届成交额增长29.87%。

参展商获得高度关注，展销现场签订大额意向订单。
本届进博会上，廊坊市开发区外资企业维特根集团、好丽
友食品分别参加装备技术展和食品及农产品展。维特根
集团参展的高效就地冷再生机械成为本届展会的明星产
品，引发广泛关注。

采购商广泛开展对接交流，现场意向采购额大幅增
长。廊坊市交易分团分别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装备技术
展区、消费品展区、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展区与域外展
商对接洽谈。展会期间，中诚康宇医药公司、淘悠食品、伟
诚防火科技集团、远村农业开发公司等多家企业现场分别
与来自美国、墨西哥、瑞士、西班牙、法国的展商签约，累计
实现意向成交额1056万美元，比上届成交额增长29.87%。

非遗产品展商展示特色文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廊
坊市燕南春酒业、老天利景泰蓝、良盛达花丝镶嵌特艺公
司等企业参加了进博会“中华老字号暨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参展非遗产品展示廊坊文化和良好品牌形象，吸引众
多采购商目光。11月7日，燕南春酒业现场与德国米记公司
签订400万美元意向订单，进一步拓展了境外产品市场。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玉静 记者孟宪峰）笔者从廊
坊市国资委获悉，今年以来，廊坊市国有企业积极为承租
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免除租金，全力缓解其房屋租金压力。截至目
前，共为约460户小微企业减免房租585万余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廊坊市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成本支出压力大增，按照该市帮扶服
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实施方
案，廊坊市国有企业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对承租国有房屋
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
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同时，采取灵活方式，精简程
序，为符合租金减免政策企业快速办理减免手续，帮扶企
业尽快渡过难关、恢复经营秩序。

为确保政策切实落实、惠及企业，廊坊市国资委将于
近期对系统内企业出租房屋租金减免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督导落实租金减免政策的企业对房屋出租情况进行
细致梳理，就政策宣传、企业界定、减免流程、减免数额等
情况开展自查，确保信息准确。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超、吴笑羽 记者孟宪峰）日
前，廊坊市公安机关启动全链条排查打击破坏鸟类等野
生动物资源犯罪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持续至 12 月
底。其间，为加大排查和打击力度，廊坊市公安机关设立
举报电话，如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可到属地公安机关报案
或直接拨打报警电话110。

专项行动打击重点是：在禁猎期、禁猎区或使用禁用
工具、方法狩猎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非法狩猎犯罪；收
购非法狩猎的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构成的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犯罪；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及其他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犯罪等犯罪行为。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当前，我国北方
正处于候鸟迁徙重要季节，非法猎捕鸟类等野生动物资
源犯罪进入多发期。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郑肃然 记者孟宪峰）自8月底
以来，香河县纪委监委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贯彻落实
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良好氛围。

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和乡镇纪委
联查联动，对县直单位机关和乡镇食堂进行监督检查，重
点查看各食堂防止餐饮浪费提示标语设置、食堂餐品菜量
管控、干部用餐中的剩菜剩饭、公务接待管理等情况。县
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巡察办、县财政局，筛查近年来存在违
规吃喝问题和公务接待费用较多的单位，进行重点监督检
查，防止“旧病复发”。督促全县党政领导班子发挥带头作
用，在机关单位开展“光盘行动”。截至目前，已检查机关、
学校和事业单位食堂30余个，发现并整改问题3项。

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的同时，结合“双节”期间易
发高发作风问题，开展“打包”监督，严查违规发放津贴补
贴或福利、违规吃喝问题，督促各部门单位完善公务接
待、单位食堂等管理规定。从推行绿色办公，创建节约型
机关入手，提倡双面打印、无纸化办公，降低办公用品消
耗，严格规范使用公务车辆，积极倡导绿色出行。

通过微信公众号、提示短信等方式大力宣传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并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和乡镇
纪委的优势，联合驻在部门党委（党组）和乡镇党委，强化
日常宣传教育，倡导党员干部管好身边人，督促带动家庭
成员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截至目前，已制作微信提醒
5期，推送提醒短信200余条，印发倡议书1000余份。

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犯罪专项行动启动

香河县纪委监委

监督检查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落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