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貴州的女工正在編製鞦韆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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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輿縣產業基地走過低谷 工廠增人手加班趕工

戶外裝備拓新市場
開年訂單「龍抬頭」

「我從貴州過來的，在這裏幹了兩個月了，趕完這批訂單就回家過年了。」在河南

省華東休閒用品有限公司的生產車間，一名女工正在熟練地編製戶外鞦韆椅。「這批

訂單是要發到美國的，本地人手不夠，再加上編製這種粗的藤條需要較高的技術，我

們就專門從貴州請來了一批工人趕工。」公司負責人陳中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2024年開了個好頭，工人們不怕訂單多，也願意加班，因為我們是計件工資，多勞

多得。訂單多，收入高，大家都能開開心心過個好年。」

該公司所在的駐馬店市平輿縣是中國中部地區最大的戶外休閒產品生產基地，95%以

上的戶外休閒產品都是出口歐美等國。經歷了2023年訂單減少50%的

至暗時刻，經過各方合力，2024年訂單份額實現「龍抬頭」，出口市場

已從過去46個國家拓展到62個國家，意向訂單增加了8億多元（人民

幣，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劉蕊河南駐馬店報道

開通海鐵聯運 小縣發貨全球

看準內地休閒熱 嘗試出口轉內銷

時間倒轉至2023年上半年，陳中華和其他在
平輿縣的戶外裝備企業都很發愁，因為沒

有訂單。「主要是受國際形勢影響，國外消費
力下降，購買力下降。」做了多年戶外裝備出
口的陳中華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此慘淡的時
刻，「再加上疫情期間處於不確定性考慮，國
外客商追加庫存，一時消化不完，導致整個上
半年幾乎沒有訂單進來，很着急。」

海外消費力減歐美單降五成
主打戶外休閒傢具、遮陽傘、帳篷等產品系

列的河南永強戶外用品有限公司綜合管理部經
歷李朋真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受國際形勢
影響，該企業去年的訂單下降50%左右，訂單
額在4億元左右，但是2024年形勢向好，訂單
額預計在6億元左右。
在平輿縣，有大大小小87家戶外產品加工企

業，產品主要出口歐美國家。但在去年7月，原
本是生產旺季的時候，平輿縣在歐美市場的訂
單同比下降了50%左右。數據顯示，2023年平
輿縣戶外產業累計實現產值46億元，因訂單問
題實際造成的產值下降約10%。

空檔積極研發德日韓尋商機
訂單下降，平輿縣各方面都沒有坐以待斃，
而是積極出擊。河南省平輿縣戶外辦副主任郭
家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沒有什麼單
子，就多次組織企業參加國內的各種戶外產品
展會。平輿縣相關負責人還親自趕赴德國爭取
訂單，同時推進日韓等新市場的開拓。
企業也沒有閒着。「訂單空檔期，我們就把
主要精力放在新產品的研發上。這裏就是我們
新設計的戶外產品系列，產品更加多元化，藤
條花紋也都更加時尚化。」在華東公司辦公室
頂樓的新產品展示區，不同於生產車間裏在編
製的傳統藤條椅，這裏更多的是布藝與藤條相
結合的沙發四件套或休閒椅兩件套。「現代家
庭講究整體家居的搭配與和諧，國內國外這一
趨勢都一樣。我們這一系列產品樣品目前受到
不少好評，不少客商就衝着我們的新產品過來

問詢。」
廣泛推介後，平輿的戶外休閒產品得到多方
認可，德國的訂單增加了，日本、韓國等新市
場的訂單也達成意向。去年10月份，來自多個
國家的各類產品訂單紛至沓來。「2024年開年
我們的訂單在持續增長中，工廠如今滿負荷運
轉。除了正常休息，工廠計劃正月初六就開
工，以滿足客戶交期需求。」河南泰普森休閒
用品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

政府助力招工 在村趕單提效
為了趕訂單，平輿縣從政府到企業都使出渾
身解數，一起招工。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平輿縣相關領導和企業負責人還在外出招工。
李朋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每個車間負
責一個環節，1月份要出貨的訂單都在這裏趕製
了，到時候通過海陸聯運，運往美國、德國等
地。」由於永強公司所生產的戶外休閒傢具涉
及到很多焊接步驟，「機械人只能做一些簡單
的焊接工作，但對於比較精密的部位，仍舊需
要有熟練的焊接工人來完成。」
而如今這類工人是最緊缺的，「現在一個焊
工的工資都漲到一萬多了，就這也是一工難
求。」李朋真感嘆道，「焊工是個力氣活，也
是技術活，也比較髒累，現在年輕人都不願意
幹，在幹的焊工還是原來那一批人，都是中老
年人了。」華東公司也同樣面臨工人緊缺的問
題，但好在華東公司以出口藤條類傢具為主，
主要需要人工編製，一些簡單的穿插編製工作
很容易上手，「我們就會把訂單分派到各村，
廠裏有500人，分散到各個村就有1,000人。這
樣我們人手一下子就多了，效率也提高不
少。」陳中華說。
河南省平輿縣民營經濟發展服務中心副主任
吳衛東表示，針對戶外龍頭企業訂單激增的情
況，政府為企業派駐了產業服務專班，為企業
進行招工、生產要素保障等服務。自去年10月
接到訂單以來，平輿全縣已有6萬多人參加到戶
外休閒產品加工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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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輿縣的戶外休閒產業可謂是「從

無到有」。戶外休閒產業用工量大、

技術門檻低、帶富優勢明顯，平輿縣

緊抓沿海產業轉移機遇，及時調整縣

域經濟發展格局，將戶外休閒產業作為富民產業強

力推進，實現了產業的集群式發展。從2016年返鄉

企業家在平輿創辦了第一家戶外企業，這就像播下

一粒種子，不但生根發芽長成大樹，還從江浙、廣

東等戶外休閒產業「大本營」吸引來大批「金鳳

凰」。當地以此為突破口，緊盯長三角、珠三角等

地戶外休閒產業龍頭多元招商。2019年，隨着泰普

森、永強等行業龍頭企業相繼入駐，平輿縣戶外休

閒產業迎來快速發展。目前，平輿縣已成為戶外休

閒用品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地、中部地區最大的戶

外休閒用品產業基地。

提供培訓保勞動力充足
「平輿戶外休閒產業鏈條已經形成，從原材料採

購到生產、加工、運輸、銷售都能夠實現。」在陳

中華看來，類似平輿這樣的小縣城在勞動密集型企

業方面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其實很多沿海企業

也都考慮過往越南等看起來人工便宜的地方設廠，

但是操作下來，發現其實優勢並不大。」陳中華

說，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工不穩定。「在中國，

有政府幫助招工，還負責幫助企業培訓工人。勞動

密集型產業最重要的就是保證勞動力充足。」

針對市場開發陽台傢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中也了解到，鑒於疫情期

間出口受到的影響，當地企業已開始着手對內銷市

場進行摸索。在陳中華看來，2023年訂單下滑就是

一個警鐘，「必須要轉變發展思路了。」值得慶幸

的是，國內戶外休閒活動漸漸熱起來，「雖然受家

庭居住環境影響，目前戶外大型傢具品類在內地的

銷量還比較低，但是一些小型的傢具產品則越來越

火爆，比如可以擺在陽台的茶具啊、鞦韆啊之類

的。」

陳中華表示，他了解到不少戶外用品傢具企業已

經開始轉型，通過視頻直播等途徑進行出口轉內

銷，「目前這部分銷量還很少，但確實是個趨勢，

我們也正在積極籌劃。」

而平輿縣政府也在謀劃拓寬國內市場，正準備推

動在鄭州落地以戶外為主題的購物中心項目，打造

全國首家規模最大、品類最全、品質最高、影響力

最廣的戶外裝備一站式線下採購基地。

「永強總部在浙江，是家上市公司，通過招商引資來到了河南平輿縣。2021年正
式通產，目前二期也正在建設中，預計今年可如期實現廠房交付並投產。」李朋真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浙江到平輿，是一個產業轉移的過程，「產業隨着勞動力
和物流走。現在鄉鎮村民越來越傾向於在家門口就業，在收入水平不受太
大影響的情況下，還能兼顧家庭和孩子。有些簡單的訂單甚至
村民可以在家就完成，不需要來工廠，這就為人手增加了
很多靈活性。另外現在內地的物流建設越來越發達，
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物流成本。這也是原來越多
的沿海企業選擇來中部設廠的原因。」
為了解決物流運輸渠道單一、運輸成本高的
問題，平輿縣開通了駐馬店至寧波港的海鐵聯
運班列，設立了河南全省第一個縣級無水港
口。在這裏幾乎每天都有一列滿載30個標準
貨櫃箱的專列發出，這些產品，通過鐵海聯運
的方式，經過寧波北侖港發往世界各地。河南
華輿物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德華介紹，到目
前為止已經發送了297趟班列、21,000個標準貨
櫃箱，且有30多輛貨櫃車每天24小時往返於企
業和火車站，24小時快捷到達寧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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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永強戶外用品有限公司內，女工正在為一
批訂單掛配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攝

◆河南平輿縣是中國中部地區最大的戶外休閒產品生產基地。圖為位於當地的華
東休閒用品有限公司生產線上，工人在編製戶外傢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攝

▶ 正在等待
運往美國的
產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蕊攝

◆駐馬店至寧波北侖港海鐵聯
運班列。 網上圖片

河南平輿縣位置圖河南平輿縣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