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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潮今日
塘下

眼看着编织袋行业日渐暗

淡 ，官 渎 人 又 开 始 寻 求 新 的 生

机。上世纪 90 年代，附近的韩

田、新坊等村汽摩配企业已经蓬

勃发展，通过亲友介绍、帮带，一

些官渎人也开始走上了汽摩配生

产。

陈存义说，他家的编织袋厂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不做了，如

今 也 转 型 做 起 汽 车 水 泵 产 品 。

1996 年，经朋友介绍到外地开了

汽摩配产品门市部，开了 2 年后

感觉外地经商不便照顾家庭，于

是，对汽摩配行业有了一定熟悉

后，他就回到老家办厂。

戴祥金介绍，目前官渎村里

共有 60 余家汽摩配企业，根据村

域规划布局，企业已迁至工业区

内，大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如今

的官渎村一改昔日产业单一的局

面，除了汽摩配产品生产以外，部

分村民从事汽配产品经销，塘下

名品街的延伸更为官渎注入了现

代商业的新生机。

“在自家门口就可以买到高

端品牌服饰。”一村民自豪地说。

虽然名品街并不是完全属于官渎

村，但对村民来说，名品街开业

后，不仅购物方便了，而且道路环

境整洁，周边居住档次也提高了

不少。

夜晚，明亮的景观灯，宽敞整

洁的大道，装修精致的店铺，川流

不息的车辆人流，一路漫步，国内

外知名服装品牌映入眼帘，恍若

置身都市高档步行街。

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也带动了

官渎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村庄环

境改造提供了资金保障。路宽

了，树绿了，公园绿地多了。站在

官渎公园，绿树成荫，凉亭景美，

河流里，碧波荡漾，古榕下，人群

聚集，老人畅谈，孩童嬉戏，欢笑

声不绝于耳。

每一次转变都给经济带来了

新一轮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官渎

人不忘本，尤其是村里的老人，

依旧把“官渎串蓑衣”的民谣挂

在嘴边。为了纪念老祖宗串蓑

衣的传统手艺，村老协还积极为

它申请“名分”。2009 年 12 月，

官渎村蓑衣编制技艺被确定为

瑞 安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2012

年 12 月，被列入温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我们正在收集蓑衣

成品、制作工具等相关物品，以

后要开设一个蓑衣展览馆，让子

子孙孙都能看到祖辈的技艺。”

戴振柱说。

从有着 600 多年编制历史的蓑衣故里，到转行生产塑料编织袋，再到兴办汽
摩配企业，如今是一派繁荣的现代商业气息，塘下官渎村经历着产业变迁⋯⋯

■记者 苏盈盈 实习生 郑逸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
归。”唐诗《渔歌子》所描述烟雨蒙蒙中
的农耕场景已难再见，蓑衣这一棕制品
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陌生，或许仅
在影视剧中还能一睹它的风采。而在
塘下官渎村，不少人家里仍保留着一套
完整的蓑衣，寄存着官渎人对流传了
600多年的蓑衣编制技艺的特殊感情。

从串蓑衣和制造沙发内的棕丝、棕
垫、棕扫帚等相关产品，到被雨衣彻底
击垮被迫转行塑料行业，再到生产汽摩
配产品和兴起现代商业，官渎村就是中
国许多农村从农业到工商业一步步转
变的一个缩影。

该村老人协会主任戴振柱感慨道：
“如今村里 65 岁以上的老人还会制作
整件的蓑衣，60岁左右的会串蓑草，80
后的年轻人就只有从长辈那边听说串
蓑衣的那段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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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蓑衣业被塑料行业取代编制棕制品已有600多年历史

戴益者老人在整理村陈列室里的蓑衣

从蓑衣村到现代工商业繁荣村

在今天的塘下，流传着这么一

段口口相传的老民谣：“塘下耙螺

丝，韩田卖稻秆，官渎串蓑衣，新

坊开岩宕。”它们是对旧时塘下特

色村的生动描述，而如今大多数

“地方业”已经转为经济效益更高

的现代化行业，这些老行当在人们

的记忆中也渐行渐远。

而在官渎村，蓑衣的制作仍被

视为珍贵的记忆，蓑衣编制技艺也

已被列入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如今蓑衣编制场景虽已不

再，但官渎人一谈起它，依然有数

不尽道不完的故事。

村民戴益者是编制棕制品的

老手艺人，他说，编制棕制品在官

渎村是一门祖传的传统手艺，至少

已有 600 多年历史。蓑衣，是最主

要也最有代表性的棕制品之一，在

他的记忆中，以前家家户户屋前放

着一张编织蓑衣的方桌，村里很多

小孩个头还够不着桌面就已经开

始跟着父母学编蓑衣。除了农忙

时要到田里干活，一年有一半的时

间都跟棕有关，打棕绳、编蓑衣、

编扫帚等等。

据介绍，蓑衣的使用寿命很

长，一般情况下一件蓑衣可供农民

穿上一辈子。当时温州地区蓑衣

渐渐饱和，于是，官渎人便把蓑衣

生意做到了外省。不少村民到上

海、南京、海宁等地从事上门代加

工蓑衣，他们住在户主家中，由主

人家包吃住，提供棕叶，他们只收

加工费。长期在外加工蓑衣的人

甚至举家搬迁过去，所以，今天上

海、南京等地还有不少官渎人。

戴振柱向记者介绍，在农业社

会，只要有一门手艺就意味着有副

业，家庭收入比种田略高一些。如

上世纪 70 年代初，农民种田收入

大 约 是 一 天 1.2 元 ，只 够 维 持 生

计。但是官渎村外出做蓑衣的，不

仅由户主包吃包住，每天还能剩余

1 元左右。“那时还流传一句话：

‘嫁女儿要嫁官渎村，官渎人有手

艺，不怕没饭吃。’”

在如今的官渎村，已看不到编

蓑衣的场景，不过还有人在编棕

毯，一般是年岁较大的老年人，靠

编制棕制品赚几个零花钱。在村

老人协会的帮助下，记者找到至今

还编制棕制品的戴世根家，亲眼目

睹编制棕毯的一幕。把一片片棕

榈被平铺在桌上，用大领针固定好

位置，再用起领针顺着固定好的地

方缝制。棕毯的编制比蓑衣简单，

制作也较快，一天基本上可以完成

一件。

“这些棕毯可以用于水厂水

池。将棕毯置于水池底下，它能吸

收沉淀下来的泥沙，并且棕制品本

身不容易腐烂。”戴世根向记者介

绍。

蓑衣是以前劳动者遮风挡雨

的 衣 物 ，与 现 代 的 雨 衣 作 用 类

似。上世纪 80 年 代 ，雨 衣 以 其

轻便、便宜的优势抢占了蓑衣市

场，靠制蓑衣为主业的官渎人变

得连温饱也解决不了。勤劳的

官渎人在逆境中寻找生机，也做

起了塑料制品生意，这也意味着

该村走上了从农业向工业转变

的道路。

“我的父辈大概 1982 年开始

做塑料编织袋。”村民陈存义说，

他们家办了该村第一个生产塑料

编织袋的民营企业，由于购买一

台拉丝机需上万元，其父手头资

金短缺，便 5 人合股一起创办塑

料编织袋厂。

村民们看到塑料编织袋的经

济效益还不错，也跟着办厂。很

快，塑料编织袋的生产就在官渎

村蔓延开来，6 至 8 户人家联合购

买 一 台 塑 料 拉 丝 机 ，形 成 小 作

坊。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官渎村

已经迎来了塑料袋生产的高峰，

几乎挨家挨户从事这一生意。

陈存义向记者介绍，进入 21

世纪，官渎村的塑料编织袋行业

开始向自动化升级，改造一条生

产线需投入上百万元。不过这笔

钱企业主愿意花，不仅使产量得

到了极大提升，且减少中间环节

后利润更高。因为他们原本只能

完成拉丝，交由下家进行编制塑

料袋，工艺改进后则可以自己生

产一只完整的编织袋。

随着全国的塑料行业蓬勃发

展，官渎村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竞

争压力。圆织机占地面积大，而

本地土地资源紧缺；拉丝机耗电

量大，而南方地区电价较高；本地

没有大型塑料市场，供货链条不

齐 全 ，再 加 上 对 环 保 存 有 隐 患

⋯⋯近年来，官渎村的塑料加工

厂渐渐少了，部分村民则把厂房

迁到了山东、西安一带，剩余的几

家编织袋厂经整改后搬到了工业

区内。

说起蓑衣时代，村民们有说

不完的美好，但一说到编织袋，

他们便开始吐苦水。官渎村党

支部书记戴祥金回忆起少年时

光，说：“当时生产编织袋都用柴

油 机 ，一 走 进 村 子 就 听 到 轰 轰

响，整夜都在响，根本睡不了安

稳觉，夏天则更惨，柴油机的热

气把整个村子弄得像蒸笼，晚上

都热得不行。

现代工商业繁荣发展

塘下名品街官渎村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