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工人在琵琶上進行雕飾。
香港文匯報記者沙苗苗 攝

A27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1年9月22日(星期四)新 聞 專 題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到訪蘭考縣堌陽鎮，看
到的是「林在田間、糧在路旁」，儼然一片綠

洲，實在無法想像上世紀六十年代，這裡曾是自然
災害肆虐之地。在朱莊村記者看到了據稱是焦裕祿
親手種下的一顆「桐樹王」。
堌陽鎮紀檢書記白艷枝告訴記者，當年焦裕祿總

是一個人騎㠥自行車下鄉，和經驗豐富的村民攀
談，請教治沙經驗，他發現當地凡有泡桐的地方，
風沙就比較少，於是便總結出「扎針（種泡桐）貼
膏藥（翻地皮）」治理沙丘的辦法。
幾十年來，蘭考人踏㠥焦裕祿的足跡栽樹不止，

泡桐林已成為蘭考的一大優勢和景觀。但焦裕祿沒
想到的是，他種下的不僅是治沙的樹，更是「搖錢
樹」。因為泡桐不僅改變蘭考的生態環境，還給蘭
考人帶來商機——在他去世幾十年後，竟然變成了
一件件精美的樂器。

泡桐風箱清音引商機
蘭考泡桐與民族樂器結緣，則始於上世紀80年

代，而牽線人則是蘭考縣第一家樂器製造廠——開
封中原民族樂器有限公司創

始人代士永。
代士永的兒子代勝民告訴記者，父親原是木工，

用泡桐做的風箱（農村常用的一種古老的活塞式鼓
風器——筆者註）偶然被上海民族樂器廠工作人員
發現，其來來回回拉動的聲音特別清脆好聽，多方
打聽後找到代士永，從此蘭考泡桐便成為許多樂器
製造廠的首選。
「父親是個用心之人，他發現僅將泡桐作為一種

原材料供給附加值很低，於是便萌生了自己做樂器
的想法。」代勝民說。

音板材料年產近億元
1992年，原輕工業部組織專家考察後認為，蘭

考泡桐為國內製作古箏、琵琶等樂器面板的最佳
材料，遂把蘭考確定為全國樂器音板定點生產基
地。
記者在成源樂器音板有限公司看到，成堆成排的

各種音板架子正等待㠥被送往全國各地的樂器廠。
該公司總經理湯二法表示，公司收購村中桐木加工
成各種音板架子，每年可生產近30萬套，年產值在
8,000多萬元人民幣（約9,700萬港元）。
據蘭考林業部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蘭考常年

擁有800萬株以上的泡桐，已成為中國內陸地區最
大的泡桐加工基地及民族樂器生產基地。　

桐木樂器九成自蘭考
數據顯示，內地以桐木為原材料製造的民族樂

器，90%來自蘭考。目前蘭考全縣共有大大小小30
多家民族樂器生產廠，從事樂器生產加工人員有
6,200多人，樂器品種包括古箏、琵琶、古琴、柳琴
等20多個品種，產品不僅暢銷內地，還遠銷東南亞
以至美國、英國、德國等地。年產銷各種民族樂器
35萬台（把），音板及配件50多萬套，年產值15億
元。

正申報民族樂器工業園
堌陽鎮政府正積極申報興建民族樂器工業園區，

計劃佔地約1,000畝，目前規劃已完成，等待批覆。
按照規劃，經過5至10年發展，該縣民族樂器年

產銷量將佔國內外市場份額一半以上，建成後將成
為中國最大的
民族樂器生產
銷售基地。

隨㠥內地對素質教育的重視及傳統文化的復
興，民族樂器的市場需求量逐年增大，據開封

中原民族樂器有限公司總經理代勝民估
算，內地每年增量大概有10萬台（把）。

儘管市場前景很好，但代勝民仍有
擔憂。他稱，雖然蘭考縣在原材料上
的優勢是獨一無二的，但民族樂器畢
竟是一門「藝術」產業，需要大量懂音

樂的人才，才能不斷對產品進行創新和
升級。然而由於該縣大部分民族樂器廠都地處

農村，很多音樂學院畢業生都不願意到這麼偏
遠的地方來。
代勝民又稱，民族樂器行業對技工的要求比

較高，主要是手工活，機械化程度最高只達
30%。「通常培養一個成熟的製作工人需時7
年左右。」在他看來，成熟的工人被同行「挖
角」不可惜，最讓他痛心的是，現在建築業也
加入「搶人」行列，再加上年輕人「寧願到城
市裡刷盤子，也不願意在農村製作民族樂
器」，使這行業招人越來越困難。

蘭考泡桐
導音性能佳
泡桐，又稱琴桐，由於

導音性能好，中國民間自

古就用它做樂器。受地

理、氣候等條件影響，在

沙質土壤中生長的蘭考泡

桐被當地人形象地稱為

「會呼吸的樹」，其材質輕

柔，結構均勻，不翹不裂

不變形，耐腐蝕耐高溫，

製成的樂器音質優美。

話你知

第一鄉

■位於蘭考縣
境內的焦裕祿
紀念館。

網上圖片

■由開封中原民族樂器有限公司生產的文琴被美國
國會圖書館永久收藏。圖為頒發收藏證書後拍照留
念。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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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了一件非常具中國特色的新型民族樂器

——文琴。能讓文琴發出天籟之音、並為全球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所永久收藏的最

大功臣，是生長在黃河故道的「蘭考泡桐」。該泡桐又稱「焦桐」，是著名的「黨的

好幹部」——縣委書記焦裕祿為治理河南蘭考縣內澇風沙而大規模種植的。焦裕祿

沒想到的是，這種泡桐不僅徹底改善蘭考的自然風貌，還讓該縣成為海內外聞名的

民族樂器之鄉，內地以桐木為原材料製造的民族樂器，90%來自蘭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劉蕊，見習記者沙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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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農村 樂器廠招才難

特刊　責任編輯：陳華超　版面設計：劉坻坻

杭州北部軟件園東臨京杭大運河，南沿石祥路，
西至莫干山路，北鄰余杭區界，總規劃面積2.74平方
公里。整個軟件園的建設分二期實施，一期佔地0.63
平方公里，到2010年底已建成以軟件開發、互聯
網、文創產業為主導，以科技孵化園、留學人員創
業園、大學生創業園為創新平台的高新技術產業、
現代服務業和文創產業集聚區；二期規劃面積2.11平
方公里，規劃有高新創業區、總部經濟區、商務配
套區、品質住宅區等，目前骨架道路已基本建成。
北部軟件園規劃總目標是建成350萬㎡建築體量的由
產業用房、商務樓宇、商品住宅組成的城市綜合
體。

北部軟件園的前身是拱墅區科技工業功能區祥符
區塊。原先這裡入駐的企業多為傳統的加工類企
業，產業相對低端、發展模式較為粗放、競爭力不
強。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後，原來的科技工業功
能區在產業結構上的畸輕畸重，使得自身在金融危
機面前變得相對敏感和脆弱。
針對原功能區在產業結構發展上日益顯現出來的弊

端，拱墅區委、區政府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對原有
工業功能區的定位進行了重新認識，深入分析危機中
暴露出來的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與勞
務加工產業之間的結構問題，提出了「實現三大戰略
轉移、打造北部軟件園」發展目標，加快融入杭州
「天堂硅谷」主陣地。在2008—2010年第一個三年行
動計劃實施過程中，園區實現入駐企業超過500家，
產業用房50餘萬方，實現稅收總額6.4億元，從業人
員近2萬人。初步形成了軟件開發、互聯網、文化創
意產業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園。2011年，園區由開
發建設的起步期進入快速發展的提升期。

隨㠥杭州北部軟件園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迅速提
升，在一期區塊產業集聚的基礎上，園區將充分發
揮區位、資源、科技和政策等後發優勢，在發展高
新技術產業集聚的同時，大力推進城市產業雙轉
變，堅持「做產業」與「做環境」並重，以城市化
的要求來謀劃產業發展，以城市化的需求來推進園
區建設。同時適時將3000餘畝工業用地調整為住
宅、商業用地為主，並適當保留工業科研用地，㠥
力打造新型城市綜合體。綜合體項目規劃有50萬平
方米包含12個子地塊的總部樓宇經濟區、50萬平方
米的高新創業區，50萬平方米的商務配套區、150萬
平方米的高檔住宅區。規劃將多功能與個性化相融
合，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要。重點發展住宅、
配套、商業等城市功能，實現新型產業化與城市化
的良性互動，營造一方不用走出園區便可解決生
活、創業、科研、教育、休閒的「城中之城」。高效
率、一站式的創業、居住、娛樂、休閒的生活方
式，將成為杭州今後生活的主流。

杭州北部軟件園成立於2008年3月，是拱

墅區委、區政府貫徹落實浙江省「兩創」總

戰略和杭州市打造「天堂硅谷」發展目標，

結合「三個拱墅」建設的需要，加快發展方

式轉變、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主平台。經過

近年來的努力建設，杭州北部軟件園先後獲

得中國移動電子商務應用孵化基地、國家大

學生科技創業見習基地試點單位、中國電子

商務之都杭州北部產業園、浙江省國際服務

外包示範園區、浙江省科技孵化器、浙江省

先進基層黨組織、浙江省創建和諧勞動關係

先進園區等國家省市級榮譽18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忠成、紀含羽

北部軟件園自建軟件用房工程總

建築面積40餘萬㎡，工程分一、

二、三、四期共計14幢樓，一期工

程自2010年6月正式開工以來，工程

進展順利，現階段正在主體施工，

預計2012年5月竣工；二、三期工程

目前已進場施工；四期已進入施工

圖設計，計劃今年12月開工。

作為北部軟件園新三年行動計劃

期間實現產業集聚發展的「新航

母」，園區自建產業用房定位於造型

現代化、設施齊全化、智能人性

化、節能低碳化的高檔寫字樓，㠥

力發展樓宇經濟，全面提升北部軟

件園的品位、檔次和規模。在區域

招商方面將重點招引總部經濟、創

意經濟、網絡經濟、商務經濟等經

濟業態，鼓勵發展電子商務、物流

配送、數字傳媒、動漫遊戲、創意

設計和法律、會計、管理諮詢等各

類具有創新意義的現代服務業企業

進駐。

該區塊規劃包含公交首末站、小

區公園、公共廣場、園中河、規劃

地鐵3號線等市政基礎設施，周邊配

套有幼兒園、小學、銀行、商場等

公建設施，同時，一批高端商品住

宅也不斷推出，區塊人氣匯聚。

不久的將來，一個環境品質卓

越、新興產業集聚、高端人才匯

集、商業繁榮興盛的「宜居、宜

業、宜學」的高品質城市綜合

體將崛起在杭州北部，

成為天堂硅谷的一

顆閃亮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