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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鵝孵金蛋 南國「鵝司令」擴產
贛企黑龍江小鎮複製大廠模式 打造在地羽絨服品牌

黑龍江鵝司令服裝有限公司（下稱「鵝司

令」）的生產車間內，工人們正緊張忙碌地加工

羽絨服。「春天生產，為冬天來黑龍江旅遊的遊

客提供高品質的保暖羽絨服。」「鵝司令」的投

資方來自江西，公司董事長劉濟民說，之所以來

黑龍江投資，是看好這裏的冰雪經濟發展環境及

當地大鵝產業的未來發展前景。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2025年，黑龍江

省商品鵝年出欄將達5,000萬隻以上，鵝產業營

業收入在1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約為

2021年的4倍，包括鵝絨生產在內

的相關產業前景看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吳千 黑龍江佳木斯報道 掃碼睇片

劉濟民的企業是內地最大的羽絨服代加工企
業。羽絨服製品佔全球30%，佔國內市場

的六成，是世界多個知名品牌的代工廠。劉濟民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很早就了解到，北緯黃
金45°的東北產出的鵝絨品質非常高。「一般的
鵝4斤毛才出1斤絨，東北的鵝3斤毛就可以出1
斤絨，而且蓬鬆度高、保暖性好，我心裏萌生了
投資東北的想法。」

產業成規模 招商政策全
最開始，劉濟民前往東北的投資項目都是試水
性質，直到他遇見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湯原縣縣委
書記楊宏志。一番詳談後，他決定在這裏扎根。
「湯原縣的鵝產業也比較成規模，而且針對企業
招商引資的政策考慮得十分全面，企業可以在鵝
產業上做大文章。」劉濟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通過與湯原縣相關職能部門深入洽談，2023
年年初，他投資1.2億元在湯原縣成立鵝絨加工
企業及羽絨服生產企業。

打造地產「龍鵝」拓品牌附加值
「黑龍江有非常悠久的大鵝養殖歷史，這裏地
形、土壤、河流、植被、生態等要素都適宜大鵝
產業的發展。如今全省大鵝養殖幾乎各個地市都
有，齊齊哈爾依安縣、鶴崗綏濱縣、佳木斯湯原
縣和牡丹江林口縣等尤為突出。」黑龍江省農業
農村廳畜牧處處長王金勝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到2025年，全省商品鵝年出欄將達5,000萬隻以
上，鵝產業營業收入在100億元以上，約為2021
年的4倍。
「黑龍江的大鵝出欄在90天到120天，南方一

般70天就出欄了，所以北方的鵝毛好絨好，而且
本地養殖的三花鵝跟黑龍江本土的籽鵝將會重新
提煉出一個新的品牌叫『龍鵝』。」佳木斯龍鵝
羽絨有限公司總經理胡子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地產的籽鵝產蛋多，三花鵝的體型大，公司
要把這兩者結合，突出黑龍江自主的龍鵝品牌，
包括品牌深度和優勢。
胡子仲表示，龍鵝的養殖時間長、絨朵好、蓬

鬆度高，同時體型大、產絨多，鵝絨的市場價格
和市場前景都是非常不錯的。不僅如此，黑龍江
省農科院也有關於鵝油、鵝血等研究開發的課
題，通過企業參與進行利益轉化，現在他們都有
在了解和溝通。

已註冊商標 下步做全產業鏈
目前，在湯原縣的大鵝全產業鏈項目已經竣工

投產，一條羽絨加工和兩條製衣生產線也安裝調
試完成，黑龍江本土品牌商標「鵝司令」註冊完
畢。「今年計劃再加投4條生產線，打造黑龍江羽
絨服裝的樣板工廠。」劉濟民說，大概六七月份
就會有第一場毛出來，工廠就能進行鵝絨加工。
身為江西省羽絨工業協會會長，劉濟民不僅自

己舉家來到湯原縣，還計劃將相關產業的上下游
全部引入湯原，把區域品牌做進一步提升。「下
一步要把大鵝相關產業鏈在黑龍江本地進行串
聯，從品牌和各個方面把產業鏈做全。」劉濟民
表示，目前，在黑龍江我們已建成了一個較大規
模的加工廠，要把整個江西九江共青城的大廠模
式複製過來。
針對黑龍江省大鵝產業的比較優勢，劉濟民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年又追加投資6,000萬元
進行二期擴建，將增建高標準羽絨加工車間、國
內（國際）質檢標準室等，可生產國標含量95%
以內的高等級鵝絨。待擴產全部完成後，鵝絨工
廠一年可以承載1,500萬隻鵝，年產羽絨300噸，
預計銷售收入1.2億元。年產羽絨服30萬件、羽
絨被1萬床，產值可達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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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原縣這個地方我以前從沒聽說

過，沒想到，小小的湯原縣，縣領導

懂經濟、懂招商、懂企業，政策力度

比南方很多地方都大。來到湯原縣後

更切身體會到東北人的古道熱腸。」劉濟民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剛到湯原時沒有住處，縣委書

記楊宏志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給他住。

位於小興安嶺東部的湯原縣，因湯旺河沖積平

原而得名。東臨口岸城市佳木斯，西連紅松故鄉

伊春，南望古城依蘭，北接烏金之都鶴崗。縣域

總面積3,420平方公里，截至2023年末，總人口

23萬，有漢、朝鮮、滿、回等20多個民族，是國

家重要商品糧基地。

今年過年，由於工作原因不能回老家和家人

團聚。縣裏做了周到的安排，劉濟民在當地過

了個暖心年。如今劉濟民已經在湯原買房，他

說：「打算把孩子轉到湯原上學，一切手續都

是教育部門幫助辦理，使我能安心在這裏創

業。」

建羽絨小鎮 叫響好鵝口號
優質的扶持政策和暖心貼心的服務，讓劉濟民

決心將鵝羽絨產業持續做大，他購置了一棟樓用

來打造自己的鵝羽絨電商平台，未來將採取「互

聯網+產品直播營銷」模式，推進產品營銷與網

絡直播有機結合。

「我們會拿兩層樓出來專門做直播間，與帶貨

達人、網紅合作，因為之前就有過做電商的經

驗，等一切準備就緒，很快就能實現。」劉濟民

在東北的鵝產業布局還不僅於此，他更規劃在這

片北方的黑土地上建一個羽絨小鎮，一個羽絨服

裝交易市場，建一個行業協會、一個羽絨行業國

際展會和一批羽絨服裝加工生產基地。同時，建

一個龍頭企業、帶動一個區域品牌，還要叫響一

句廣告詞——「好鵝在龍江」！

誠意+專業 小縣城留住投資商
特稿特稿

「劉濟民在江西的企業目前在為幾十個國際牌服
裝代工，年產羽絨服100多萬件。」湯原縣委書記
楊宏志堅信「鵝司令」具備帶領湯原鵝走向國際的
實力。
為了打造有特色、有辨識度的區域品牌 LO-

GO，湯原縣聚焦鵝產品品牌塑造，突出創新抓設
計。成立了專門的服裝創意設計公司，協助企業創
意設計，參照國際時尚設計理念，以「鵝司令」為
主題，設計新的品牌LOGO。

為本土品牌設計60餘款羽絨服
「我們聘請專業設計機構，根據零下20℃、零下

30℃、零下40℃等防寒等級，融入『哈爾濱綠』、
『抗聯紅』、『極寒藍』等色彩元素，增強產品外
觀辨識度，提升產品檔次。」劉濟民說，通過市場
調研、問卷調查、線上徵集等方式，面向不同類型
群體徵集 LOGO 設計和市場定位建議，助力企業

加強與市場需求的對接。
劉濟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鵝司令」針對
黑龍江本土品牌設計出 60餘款羽絨服，以及帽
子、靴子、滑雪服、行政商務夾克等系列羽絨服
裝產品，在經過充分市場調研和論證後，正夜以
繼日加快生產。
「現在已經敲定的可能已經有十幾款，其中包括
幾款 『亞冬會』志願者的服裝。針對志願者服裝
目前已經對接相關部門，在統計服裝需求量和款式
要求，為下步生產作好準備，我們非常期待可以有
為亞冬會服務的機會。」湯原縣經濟合作中心主任
張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湯原縣正積極拓展高端
市場，積極爭取為「亞冬會」提供服裝供應，並藉
助即將舉辦的哈洽會等展會謀劃專場展銷會，開展
時裝走秀，持續擴大產品影響力，搶佔更多銷售市
場，打響「好鵝在龍江，好絨在湯原」的金字招
牌。

冀助力2025亞冬會 帶湯原鵝走向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5日是中國芒種
節氣，「中原糧倉」河南小麥收穫已近尾聲，夏
播面積超六成。
河南是中國小麥生產大省，產量約佔全國四分

之一，今年小麥種植面積在8,500萬畝以上。
自5月下旬開始，河南由南至北進入麥收季。

據河南省農業農村廳數據，截至5日17時，該省
已收穫小麥 7,992 萬畝，約佔全省種植面積的
93.7%。當日該省投入聯合收割機5.4萬台，日收
穫小麥454萬畝。
「今年我家的小麥平均畝產1,400斤（1斤=500

克），較往年有所增長。」目前，河南省原陽縣
種糧戶劉各彬家的100畝小麥收穫完畢，他家的
麥田位於原陽縣小麥單產提升示範區，這裏的10
萬畝麥田，通過優選品種、深耕深翻、水肥滴
灌、病蟲害防控等技術，促使小麥單產提升。
「今年天氣條件相對比較好，雖然小麥成熟前
期遭遇乾熱風，但對產量影響不大，麥收期間天
氣晴好，利於收穫。」原陽縣農業農村局總農藝
師師學文說。
與往年不同，今年該省機收工作重心由「搶收
為主」向「搶收減損並舉」轉變，多地推出多形

式減損舉措。
5日，一場小麥機收減損技能比賽在河南滑縣
舉行。農機手們駕駛收割機在麥田裏收割、脫
粒、粉碎秸秆一氣呵成，取樣團隊在作業區內撿
粒、去雜、標識、秤重，計算出參賽選手的機收
損失率。滑縣縣委副書記王正賢稱，此舉旨在進
一步推廣小麥機收減損技術，確保夏糧顆粒歸
倉。
夏收連着夏播，當前河南各地夏播也在有序進
行。截至5日，全省夏播面積5,476萬畝，佔預計
面積的60.8%。

河南麥收近尾聲 夏播面積超六成

◆6月5日，在河南省焦作市博愛縣孝敬鎮東界溝村，農
民在田間收穫小麥。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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