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3年至2010年，仙降鞋业发

展驶入快车道，全国胶鞋业有60%以上

的产品都是出自仙降。

但在2010年前后，不少企业主发

现，因鞋业市场终端不是在企业自己手

中，市场主动权、主要利润都掌握在销售

商的手中。据悉，代加工的品牌给生产

厂家的利润是固定的，但随着原材料、土

地、用工成本的增长，仙降胶鞋企业的压

力越来越大，鞋厂如果还继续靠代加工

生存就必须扩大规模，代理更多的品

牌。而仙降街道，最贵的就是土地资源，

面对生存困境，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资源

上做文章，成为各大鞋企老板的“心病”。

这时，创自主品牌这一理念开始风

靡，原创设计和原创品牌成为仙降鞋企

的共识，大大小小的鞋企都开始着手创

建自家品牌。以胶鞋龙头企业人本鞋业

和环球鞋业为例，他们快速从代加工的

“框架”中跳出，设立了自己的品牌，2012

年，人本和环球相继被评为中国驰名商

标，同时它们也尝到了品牌建设带来的

甜头，由这两家企业生产的鞋子出厂价，

总是能高于同行所生产的同款鞋。

2011年，电商行业开始发展，在仙

降，部分自由职业者开始涉足该行业，零

星的个人淘宝店逐渐增多，并形成了初步

的市场。而人本鞋业，则是仙降传统企业

发力电商的典范，公司总经理倪士超对电

商这个“新起之秀”充满了好奇，在公司高

层的支持下，2011年7月，人本鞋业率仙

降企业之先成立了电商部，并以品牌商的

名义注册了淘宝商铺。仅半年时间，人本

电商的销售额达500万元；2012年，人本

电商部销售额达5000万元，成为助力企

业成长的一匹“黑马”。

依托电商这一新的商业模式，闻名

全国的仙降胶鞋遇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传统制鞋企业迈上转型升级发展的快

车道。和“人本鞋业”一样，越来越多的

仙降企业纷纷借力网络，入驻天猫商

城、1号店、当当网、京东、凡客诚品等网

络销售平台，开拓电子商务市场。他们

凭借在线下业务中积累的市场优势，在

网络上同样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如今“线上市场+线下市场”融合模式

依然是仙降鞋业发展的主基调。面对新

形势，仙降街道办事处对鞋业发展也有了

全新的规划。据悉，未来仙降将以镇府路

林光段鞋业精品街、横街鞋类批发市场为

中心，以胶鞋产业园为整体辐射面，在该

路段百米之外的横街村，规划建设仙降城

市客厅、横街商业中心，与精品街、鞋类市

场相互呼应，打造现代化高端鞋业聚集

区，再度擦亮“中国胶鞋名城”金名片。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仙降：一双鞋走出
一条产业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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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面前，时间以秒记数，拯救生命经不起等待，如果消防通道被堵，会使

救援大大滞缓。本期曝光主题：影响公共环境的不文明行为之机动车占用消防

通道。 （记者 潘虹）

影响公共环境的
不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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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是“中国胶鞋名城”。但在瑞安，如果没有仙降，就不能称为真正的胶鞋名城。1978年，仙降第一双

塑革鞋在仙降村诞生，走过萌芽、起步、发展、壮大四个阶段，历经40余年，仙降街道已成为温州地区乃至全国

最大的胶鞋产业聚集区。目前仙降有鞋企591家，2018年，鞋业总产值45亿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

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也在这一年，制鞋的种子在

仙降萌芽，仙降鞋“鼻祖”徐朝林发明了

第一双塑料皮革鞋。

徐朝林是仙降村人，1931年12月

出生，年轻时，他怀着满腔热情当兵报

效祖国，退伍后在仙降当地学习制鞋工

艺，1975年曾去文成鞋厂当师傅，返乡

后成了村里有名的修鞋师傅。

一日，徐朝林所穿的塑料底皮鞋断

裂了，看着皮鞋旁边摆放着的旧镰刀，

他突发奇想，将镰刀头放在灶火内加热

煨红，再插入鞋底断裂处，塑料融化后，

断裂的部分粘合了。“我可以采用这种

方式，以市场上的皮鞋作样式，以塑料

为鞋底，制作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塑料底

皮鞋。”这一发现可把徐朝林乐坏了，他

立即去当时制鞋较为有名的莘塍镇购

买了塑料革面、塑料底，制作木头鞋楦，

在家试制新鞋样。

他用农家常用的剪刀进行人造革

鞋面的剪裁，用鞋钉钉好，拿家里的镰

刀在火炉上煨烫，然后将煨红的镰刀头

插入塑料鞋底和人造革面之间，使上下

熔合，放入锅中“蒸煮”，蒸到一定的时

间后拿出来冷却，一双立体有型的塑料

皮革成品鞋就这样诞生了。

徐朝林让家人尝试穿上自制的塑料

鞋出去串门、购物……邻里见了，都对款

式赞不绝口。徐朝林从中嗅到了商机，他

再次从莘塍购买了原材料，开始制作首批

鞋子，再将制作好的鞋子带到瑞安市区、

邻近的村庄售卖，新奇的鞋子吸引了很多

人的目光，一叫卖就被抢售一空。

据了解，当时只有上海国有企业才

生产类似鞋子，市场售价十二三元，而

徐朝林发明的塑革鞋与上海生产的鞋

子款式类似，售价才两三元，价格低廉

深受当时的消费者欢迎。为了保护“专

利”，徐朝林天天在家闭门制鞋，妻子外

出叫卖，整整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1979年前后，村里村外不少人提

出要向徐朝林进货，鞋子供不应求。随

着销售量的逐渐增大，一锅蒸三四双鞋

的规模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徐朝

林决定敞开大门，扩大生产，他购买了

大煤炉、烘箱，招聘制鞋师傅，并传授他

们制作塑革鞋的方法。随着塑革鞋的

逐渐红火，仙降村各家各户都开始在这

上面动起了脑筋，他们相继向徐朝林取

经，学习制作塑革鞋的技术，很快，仙降

村制鞋户遍地开花，制鞋也成了村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

萌芽阶段：第一双塑革鞋在仙降村诞生

起步阶段：塑革鞋经历第一次改革

1981年前后，仙降塑革鞋因款式

新、价优而风靡，但很快因为质量差而被

市场所淘汰。当时，塑革鞋还被行业内

冠上“一日鞋”“晨昏鞋”的臭名，成了假

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消费者嗤之以鼻。

一夜之间，仙降村家家户户制鞋的

热闹场景消失不见了，被切断了经济来

源的村民们开始担心生计。

这时，以陈仲旺（现瑞安鞋革行业协

会秘书长）为代表的仙降制鞋人开始正视

这一问题，并开始寻找解决方法。“在那个

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鞋子这种生活必需

品得耐穿才行，毕竟大家没有多余的闲

钱购买多双鞋子。”陈仲旺说。

当时，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温州娄桥

的制鞋技术比较先进，陈仲旺和村内几家

制鞋大户，带上伙计，到娄桥学习工艺技

术，并斥巨资将冷压制鞋设备引进到仙

降。陈仲旺到现在还记得，制鞋冷压设备

运到仙降村的那一天，家家户户都站在村

口等待，村民都殷切希望能借此改变仙降

塑革鞋无人问津的状态，带领仙降这个行

业继续前行。

冷压设备引进后，塑革鞋的生产开

始了第一次工艺提升改革。陈仲旺介

绍，使用冷压设备后，塑料鞋底无需再煨

烫，而是直接放在冷压模具内，通过模具

压制在鞋面上。

村民们试穿后，发现由模具压合的

塑革鞋比手工的质量好很多，即使穿着

干农活，也很少出现断裂的情况。在大

家的口口相传下，改良后的“塑革鞋”再

次走上了市场，很快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之前，纯手工的塑革鞋只在瑞安周

边售卖，随着机器改良塑革鞋的流行，仙

降不少制鞋商开始到浙江别的县市售

卖，台州、温岭、金华、丽水等地的客商开

始慕名而来。这也代表着仙降鞋生产正

式起步。”陈仲旺说。

发展一阶段：塑革鞋“升级”为注塑鞋

冷压制鞋设备改写了仙降塑革鞋

的“命运”，也让这批仙降制鞋人初尝

“技改”的甜头。

“初次‘技改’的经验告诉我们，只

有技术不断更新，工艺不断升级，才能

让我们的鞋业可持续发展。”陈仲旺说，

再改革、提升，成了他们迫不及待要做

的事。

1982年前后，陈仲旺得知，当时的

国企瑞安春蕾制鞋厂面临改制，场内的

四工位注塑机公开对外出售。“那时候，

四工位注塑机属行业领先的设备，在它

引入之前，我们的塑料鞋底都是人工摘

取模压，因重量无法完全统一，制作出

来的鞋底飞边料太多；而四工位的注塑

机引进后，鞋底塑料的摘取自动化，每

一块塑料的重量都是一样的，也算是最

简单的‘机器换人’了。”陈仲旺说。

四工位注塑机的引进，代表仙降正

式开启了注塑鞋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全

面的发展阶段。

从1982年到1984年再到1986年，

四工位注塑机到六工位注塑机再到十工

位注塑机，仙降注塑鞋不管是在质量还

是款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

同时，一批有闯劲的年轻人，离开了家

乡，到全国各地“打天下”占领鞋市场，

1986年至1990年期间，专属于仙降鞋的

市场如雨后春笋一般，覆盖全国各省会

城市。

发展二阶段：胶鞋行业成为仙降鞋企新“战场”

1986年以后，虽注塑鞋行业的发

展势头良好，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慢慢提

高，消费者对鞋子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冬天穿太冷、鞋底打滑、质量一般……

一些对注塑鞋不满的话语开始出现在

行业内，这时，以上海双钱、回力，青岛

双星等品牌为代表的胶鞋开始活跃在

鞋类市场，成为最新的潮流。

这时，仙降企业家包展栋决定“转

型”，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后，他开设了

仙降胶鞋一厂，成为仙降胶鞋行业的创

始人。

包展栋从当时的上海大中华二厂

购买了胶鞋设备生产线，并重金聘请温

州胶鞋厂的技术老师，开始生产“护士

鞋”（仙降生产的第一款胶鞋）。

“那个年代，橡胶底布面的‘护士

鞋’非常流行，男款为绑带款，女款为皮

筋绣花装饰款。”包展栋说。

“护士鞋”上市后，收到了全国各地仙

降鞋市场的订单，一天一千多双的产量明

显供不应求，1987年至1988年之间，仙

降胶鞋二厂、三厂成立，并投入生产。

“护士鞋”的走红，让仙降多家注塑

鞋企主动更换“战场”，转投胶鞋行业，

一夜之间，仙降胶鞋厂遍地开花，每天

来自全国的订单源源不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胶鞋也从最初的一

次硫化鞋发展成两次硫化鞋，2003年，随

着仙降胶鞋园区的成立，胶鞋企业对品质

有了更高的追求，开始有企业生产三次硫

化鞋，据悉，经三次硫化的胶鞋不仅颜值

高，且质量好，并深受消费者喜欢。

壮大阶段：创品牌、搭上电商“快车”

农产品走出“深闺”、低收入农户走向富裕

我市首个消费扶贫项目
激活内生动力

9月5日14时35分，塘河北路清泰小
区南大门口，车牌为浙C·157HG的机动
车占用消防通道和小区出入口，影响居民
出入，且有安全隐患。

9月6日7时43分，滨江大道3518
号门口车牌为浙 C·G3L29、浙 C·
1YU33、浙C·GB820的机动车占用消防
通道，有安全隐患。

9月17日10时58分，岭下小区侧门
口，车牌为浙C·GE170的机动车占用消
防通道，有安全隐患。

9月19日，宏都小区外侧门口，车牌为
浙C·581K5和浙C·S8B91的机动车占
用消防通道，有安全隐患。

（素材来自执法单位报送、市民投稿）

本报讯（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季安

特）山区优质农产品“锁在深闺人未

识”，农户收入无保障；保险公司拥有

庞大的客户群体，四处寻觅高品质的

农产品。二者互有需求，如何让他们

擦出火花？我市扶贫工作给出了答案

——消费扶贫。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平阳坑镇人民

政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瑞安

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瑞安公司”）

和瑞安市善康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善康公司”）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乡村

振兴消费扶贫”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

我市首个消费扶贫项目正式启动。

据了解，消费扶贫是一种让经济

薄弱地区产品有“可销售的渠道”、让

广大消费者的消费有“可保证的品

质”、将爱心行为与消费行为有机结合

的扶贫模式，也是我市探索精准扶贫、

造血式扶贫、持续性扶贫的新模式。

拓宽渠道，让好产品出“深闺”

中秋节前，善康公司执行总经理张

旭霞忙得不亦乐乎，看着500多份贴着

“消费扶贫”标签的农产品不断从仓库运

出，心里美滋滋的。“这是第一批订单，以

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订单，这里承载了

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梦。”张旭霞说。

平阳坑镇地处我市西部山区，有

低收入农户341户，623人，当地生态

环境优良，竹笋、粉干、索面、土鸡蛋、

时令蔬果等农产品资源丰富，由于山

区农户不懂销售，导致优质农产品难

以走出“深闺”，农户收入低下。

近年来，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以来，该镇高度重视扶贫、脱贫工作，由

镇党委、政府牵头建立了善康农业园、

高山置业、哈罗景区共享单车等扶贫项

目，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增

收。尤其是善康公司，是在镇政府的主

导下，由全镇22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村规模优化调整前）共同抱团成立的，

以“送你健康、助我小康”的发展理念，

主要销售优质特色农产品，获得利润返

补各村集体，壮大村集体经济。

张旭霞说，“乡村振兴 消费扶贫”

战略合作为善康公司打开了一扇拓宽

销售渠道的大门。根据协议，在1年多

的合作期内，善康公司将为中国人寿

瑞安公司客户提供质优价廉的农产

品，确保产品的品质及完善的售后服

务；中国人寿瑞安公司客户将发动员

工及销售队伍定向采购善康公司农产

品，用于客户服务及个人日常消费。

“消费扶贫结对，意义重大，多方

受益。”平阳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消

费扶贫为善康公司和平阳坑农户拓宽

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了收入。此

外，根据合作协议，善康公司将提取此

项消费帮扶营业额的10%作为该镇精

准扶贫专项帮扶资金，用于定向帮扶。

消费扶贫，创新精准扶贫模式

消费扶贫本质上是消费者和经济

薄弱地区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买卖行

为，唯有买卖双方都实现互利共赢，消

费扶贫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才能把

消费潜力变成脱贫动力。

善康公司深谙此道。“外界的助推

可能会引起一时的消费，但要形成持

续的消费效应，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

产品的质量和特色。”张旭霞说，他们

将在生产源头控制上，对产品质量安

全进行严格的检验检测，对贮藏保鲜、

包装分拣、品牌设计、客户售后服务等

环节也做到严格把关，让消费方买得

放心，吃得满意。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脱

贫攻坚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不仅

要帮扶脱贫，更要防止返贫，让低收入

人群走上稳定的增收致富道路，消费

扶贫探索了一条持续帮扶的路子，是

对传统帮扶方式的有力提升。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低收入农户，

一头连着广阔市场。下一步，市农业

农村局将探索开发更多持久稳定的精

准扶贫项目，通过消费扶贫打开农副

产品销路、帮助低收入农户增收，让他

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提高生产积极性，激发内生动力，

同时促进低收入地区产业升级，增强

造血功能。

乡村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