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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仿、廉价”曾是浙江诸暨鞋企的代名词，但近年来诸暨鞋企通过牵手国际大 IP、抢占

国潮风，走上了品牌运营之路。另外，诸暨也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本土鞋企向高

端化、潮流化、品牌化转型，进一步擦亮“鞋业之乡”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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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方成

走进位于浙江省诸暨市姚江镇乾诚鞋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诚鞋业），快递订单堆

积如山，十多名工人正在加紧出货。“‘双 11’
前后是销售旺季，我们新推出多款童鞋，天天

都忙得不行。”乾诚鞋业董事长周泉一脸欣喜

地说。

记者了解到，前几年，姚江镇这些鞋企主

要以国内市场销售为主，随着经济呈现企稳

回升态势，增长动能持续增强，企业在国内外

市场的销量开始稳健上涨。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中高端的女鞋，2021
年出口欧美国家女鞋 30 多万双，去年增长到

100 余万双，今年预估可达到 200 万双。”浙江

云豪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豪鞋业）总经

理陈青松说。

从最初的保暖鞋到童鞋、中高端女鞋、精

品皮鞋，从国内市场转至海外市场，从贴牌代

加工到打造全球鞋企“金名片”……但诸暨并

不满足于此，近年来通过掀起智能制造新浪

潮，走上了二次创业路。

牵手国际大IP，也追随“新中式”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的父亲就开始

制作售卖保暖鞋，2015年我从义乌回乡创业，

开始销售童鞋，主要客户在国内市场。”周泉

告诉记者。

近年来，儿童消费市场不断成熟。一方

面家长对于童鞋的品质和安全性要求更高，

另一方面，时尚、潮流的童鞋受到越来越多孩

子、家长喜爱。

多元化需求下，周泉将眼光瞄准品牌化

运营，签约“小猪佩奇”“帕丁顿熊”等国际品

牌 IP，拿到童鞋类目中国地区线上线下独家

运营权，累计设计研发童鞋近百款。

“思路决定出路，生产、运营、销售都需要

迭代升级。跟上潮流，产业才会焕发出更大

的生机。”周泉说。

2023 年，乾诚鞋业共销售各类童鞋近 30
万双，销量较上一年增长 16%，销售额达到

1800万元。今年该公司童鞋销量有望突破 40
万双。

同样有此感触的还有诸暨市源潭龙鞋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正锋。他紧抓“汉服热”

“新中式”带来的发展机遇，开发出以香云纱、

宋锦、云锦、杭锦为面料的布鞋，在鞋业市场

掀起了“国风热潮”。

“最近，我们在诸暨市开设了实体零售

店，实现线上线下共同发展。开业当天顾客

络绎不绝，我觉得前景一片光明。”黄正锋说。

数字化改变了鞋业

“与时俱进，不断拥抱数字化变革，是我

们出口不断增长的原因。”陈青松说。

同质化严重、拼价严重、开发周期长……

“高仿、廉价”曾是诸暨鞋企的代名词，产能过

剩、品牌缺失、恶性竞争加剧、附加值低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鞋企发展。

诸暨市姚江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柴航

飞告诉记者，近年来，诸暨市提出数字经济五

年倍增计划，并对传统鞋业进行数字化、智能

化升级。目前，姚江这座鞋业小镇重新出发，

通过“招大引强”引进龙头企业、鼓励传统鞋

企转型升级、开设“共富工坊”等方式，积极探

索“一双鞋”的二次创业路。

对于鞋企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数

字化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用工成本的降低和

生产效率的提升。

一般来说，传统的制鞋流程包括面料、里

料裁断制帮（包括片边、折边、缝帮等）—制底

（包括各种底料处理、绷帮等）—合底（帮底结

合）—烘干定型—出楦—检验等。而数字化

改造后，可以做到人、机、物、事、钱、信息的全

链路实时互通，从而实现对原材料采购、生产

调度、制造流程、人员、设备、效率监控、质量

管理、产品溯源等环节生产数据实时采集与

监控，并在此基础上打通采购与生产、生产内

部、生产与销售、销售与仓储信息交互渠道，

大幅降低管理成本。

陈青松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车间改造前，

鞋企一般只有一二十款产品，生产上百种鞋、

满足不同的尺码需要好几天，如今最多只需

要 48小时。同时，通过数字化中台，可以管理

大概 4万个 SKU、400多款产品。

进一步擦亮“鞋业之乡”金名片

近年来，随着智能设备的不断发展和技

术的不断更新，鞋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如果说推进鞋企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作为传统制造业的鞋业

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如何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提升效率、提升品牌影响力，这既

是行业课题，也是诸暨传统块状经济面临的

共性难题。

陈青松说：“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消费

者对鞋子的功能性需求也越来越高，具有按

摩、减震、透气等功能的健康鞋类产品受到市

场欢迎，这对我们是难得一见的机遇。”

“在品牌化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此前我们一直模仿国外品牌，诸暨鞋企

还需要努力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周泉说。

值得一提的是，姚江等地依托“浙江质量

在线”等助企载体，开展政策宣贯、质量管理、

检验检测等“一站式”服务，通过定向把脉、精

准施策，有效解决企业生产领域的质量难题，

同时高频次、高力度开展监督抽检工作，也能

够确保从源头上把好鞋品质量关。

“姚江鞋业曾是诸暨八大产业之一，更是

姚江的重要支柱产业。”姚江镇党委书记赵旦

丹表示，姚江将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推

动本土鞋企向高端化、潮流化、品牌化转型，

加快推进传统鞋业产业优势再造，进一步擦

亮“鞋业之乡”金名片。

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牵手国际大 IP、追随“新中式”扩大产品销量

诸暨鞋企二次创业赢得发展新优势

本报记者 李玉波

“你们可能无法想象，40 多年前，这里到

处黄沙滚滚，几乎看不到人影。”在内蒙古通

辽市奈曼旗兴隆沼林场场部，望着窗外的林

海，已年近九旬的李那木哈感慨地说。

如今，在兴隆沼林场场部周边，几十万亩

的树林灌木在我国最大沙地科尔沁沙地中辟

出一块绿洲。生态好转，生产也跟着发展起

来，稳产高产小杂粮生产基地、优质牧草生产

基地、麻黄草基地纷纷建了起来。

这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以下简

称“三北”工程）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在三

北——西北、华北、东北，经过几代人近半个

世纪的努力，构筑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

工生态林带——“三北”防护林，重点治理区

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

筑起科尔沁沙地绿色屏障

“兴隆沼，真凄凉，黑风起，白沙扬，吞农

田，卷走羊，多灾多难穷棒子梁。”这首流传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谣，描绘出了兴隆沼

林场建设前的景象。到 20世纪 70年代初，兴

隆沼已是满目疮痍，流动半流动沙丘近 12 万

亩，仅存留 4棵树。

1978 年，奈曼旗借助国家“三北”工程的

启动，规模化防沙治沙正式开始了。作为建

设兴隆沼林场的响应者和第一批建设者，李

那木哈带领着群众掀起了兴隆沼林场建设的

大会战。

建设过程并不顺利，无情的风沙吞噬着

刚刚栽下的幼苗。到 1982 年，人们千辛万苦

栽下的四五万亩林地，仅存活树木 2000多棵。

但这没有吓退像李那木哈一样的建设

者，通过不断试验，他们探索出一条条治沙新

途径。如今，兴隆沼已完成宽 500 米、长 212
公里的主干林带 16 条，兴隆沼境内造林保存

面积达到 24万亩。

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沙子欺负死

在“三北”工程的重点建设地区——毛乌

素沙漠，今年 59 岁的殷玉珍，40 年来与沙漠

不屈抗争，凭借“一生只做一件事”的韧劲，在

沙漠里植树造林，把 7万多亩荒沙变成了春意

盎然的塞上绿洲。

“自己的家园就得自己建设，要是不种这

片林子，家早就给黄沙埋几遍了。”殷玉珍以

朴实的话语讲述起她 40年里在沙漠艰辛植树

造林的经历。

殷玉珍是内蒙古乌审旗河南乡尔林村农

民，家在远离村庄的毛乌素沙漠腹地。1985
年初，19 岁的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县嫁到这

里，少女的美梦随即被残酷的现实打碎了：

婚房只是一个半掩在沙漠里的地窖，外面是

一望无边的大沙漠，方圆几十里荒凉得不见

人影。

殷玉珍曾哭过，但是她不服气，擦干眼泪

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种树，宁肯种树累

死，也不叫沙子欺负死。

柳树、杨树、樟子松……就这样，在殷玉

珍的不断尝试下，各类耐旱树木一株一株增

加，绿色一片一片延伸。

40 年里，她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植

树治沙上。

新技术应用让造林效率大幅提升

秋色宜人，金振云扛着铁锹行走在乌兰

布和沙漠中。目之所及，到处是一人多高的

成片梭梭、花棒和红柳。乌兰布和沙漠东部

边缘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三

北”工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重要区域，曾

饱受风沙肆虐之害。

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磴口县防沙林

场（现磴口县防沙林林业管护中心）的第一代

护林员。在金振云的记忆里，父亲常常和乡

亲们肩扛树苗，翻越一座座大沙丘，寻找为数

不多的湿沙地，再用 1米多长的铁钎、引锥，挖

出深坑、栽种树苗。

1986 年，金振云也加入植树造林的行

列。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国家重点生

态工程的相继实施，植树造林的方式与治沙

效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些年，“高压水打孔植苗造林”“冷藏苗

避风造林”等新技术在磴口县的应用，让造林

效率与成功率得到极大提升。

不久前，刚和同事们完成了“308 华里防

沙林带”更新改造工程的金振云感叹道：“新技

术可以延缓树苗的发芽期，以前每年只有春季

一个月造林季，现在可延长至三四个月。”

父辈用铁钎挖坑，我用高压水打孔，新技术应用大幅提升造林效率

“三北”工程：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10月 30日，工作人员在海油工程天津
智能制造基地制管作业车间调试一款焊接
机器人。

当日，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二期
工程在天津滨海新区正式投产，标志着国内
首个海洋油气装备“智能工厂”全面建成。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我国首个海洋油气装备
制造“智能工厂”全面投产

本报讯 （记者庞慧敏）10 月 28 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住建厅发布 2024年广西住宅装修

改造物品和材料购置补贴活动补充公告。据

悉，在今年 12 月 31 日之前，购置用于广西区

内合法建成的住宅房屋装修改造所需物品和

材料、总价款达到 5000元以上的个人消费者，

可申领相关补贴。其中，个人消费者委托装

饰装修公司装修的，按照双方签订合同中的

单套住宅家装物品和材料总价款的 20%给予

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3 万元；对个人消费

者自行装修的，按照消费者所购买的单套住

宅家装物品和材料总价款的 20%给予一次性

补贴，累计补贴最高不超过 3万元。

公告明确，考虑到装修周期一般较长，为

最大限度便民惠民，拟申请的物品和材料全部

购置完成（已全部开具发票）且已开始实施装

修（安装）的，即可申请补贴。

广西对住宅装修最高补贴3万元

《乙巳年》特种邮票图稿在京发布

本报北京 10月 30日电 （记者甘皙）今

天，中国邮政《乙巳年》特种邮票图稿发布仪

式在京举行。

该套邮票以敦煌壁画和传统民俗为灵感

来源，将蛇的形象与吉祥寓意巧妙结合，既体

现了生肖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凝聚了朴素灵

活的民间智慧。第一枚图名为“蛇呈丰稔”，

画面提炼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盘蛇的灵动意

象，加以喜庆装饰应和年节氛围。金色的蛇

躯蜿蜒，口中衔着一束“嘉禾”，象征着“仓廪

实，衣食足”的美好图景。第二枚图名为“福

纳百祥”，画面以草书笔意将三条蛇创意性地

构成了“福”的字形，简练洒脱、柔美顺通。

全国最大光伏废水零排项目投入运营

本报讯 10月 30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建

设的全国光伏废水处理领域处理能力最大的

污水处理厂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运营，意味

着国内首例光伏废水零排项目投入运营。

该污水处理厂占地面积 487 亩，每天的

工业废水处理规模达 10 万吨，出水水质、分

盐指标等均达到排放标准。此外，污水处理

厂处理后的上游光伏企业废水，将再回到上

游光伏企业利用，回用率达到 95%。

作为蒙苏经开区零碳产业园重点保障性

工程，该污水处理厂投产运行后，基本解决了

园区内多家新能源企业工业生产用水需求，对

全方位推动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万川川 张笑铭）

本报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杨召奎）“双 11”网络集中

促销正在进行中，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出台《关于引导网络交易

平台发挥流量积极作用扶持中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帮助解决网络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

实际困难，进一步激发广大中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和创新活力。

《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平台流量机制作用，通过合理配置

流量资源、明确平台流量规则、提升流量供给精准度、提供流

量配套措施、完善流量评估机制等多元化举措提升流量扶持

实体经济效果。同时，对强化农产品经营主体流量扶持、创新

特色经营主体流量扶持、重视新入驻经营主体流量扶持提出

具体措施。

《意见》鼓励支持网络交易平台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开展

流量扶持相关工作；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支持整合区域

特色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帮助中小微经营主体对接平台等方

面主动作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双 11”大促期间利好政策出台

中小微经营主体将获平台流量扶持

本报北京10月 30日电 （记者唐姝）海关总署今天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值达

6.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9%。其中，出口 2.74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6.1%；进口 3.35万亿元，同比增长 8.83%。

据了解，海关总署完善海关监管创新模式制度体系，倡导

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指导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全

面落实总体方案任务要求，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积极探

索，勇于创新，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截

至目前，在国务院发布的 7 批 162 项改革试点经验中，海关贡

献了 62项，占总数的 38.3%。

此外，为充分发挥各类区域制度优势，海关总署积极推

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统筹发展。支持在自贸

试验区内设立综合保税区，通过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为自贸

试验区搭建更好的创新平台。目前 22 个自贸试验区内共有

7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现了自贸试验区内海关特殊区域

全覆盖。

前三季度自贸区进出口总值超6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99%

本报西安 10月 30日电 （记者时斓娜）今天，国家知识

产权局在西安举办“知识产权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闻

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9 月底，西部地区各省

份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49.3万件，同比增长 16.7%；有效注册商

标量达 661.3 万件，同比增长 10.5%；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

931 个，批准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2389 件，分别占全

国的 38.8%和 33.3%，西部地区地理标志直接年产值近 4300
亿元。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西部地区深入开展专利转

化运用专项行动，完成 24.6万件存量发明专利盘点，遴选 17.2
万件进入可转化专利资源库，服务新能源、装备制造、低空经

济等产业创新发展。同时，支持西部地区地理标志产业发展，

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建设 4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

区，实施 15 个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西部地区地理标志直

接年产值达 4298.4亿元。

做好“土特产”大文章

西部地区地理标志直接年产值近43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兵）10 月 26 日，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

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云南省大理市举行。开幕式

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鸫发布了《中国户外运

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4）》（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

示，2023 年~2024 年，我国户外运动产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户外运动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户外运动爱好者在单个户外运

动项目上的消费年均达 2000元至 5000元。同时，户外运动已

逐步走向全民化，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其中核心

消费群体以 80后、90后为主。

《报告》指出，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呈现出重点项目持续牵

引的特点。2023 至 2024 年，重点户外运动项目持续发力，冰

雪、水上、路跑、钓鱼、马术等项目继续引领户外运动发展。如

2023年~2024年冰雪季，冰雪运动参与总规模达 2.64亿人次；

2023 年全国范围共举办 800 人以上规模路跑赛事 699 场，总

参赛人次超 605万。

户外运动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消费者单个项目年均消费达 2000元至 5000元

10月 30日，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城厢街道一家庭农
场，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无人机照片）。

秋收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乡间田野一派丰收图景。
新华社发（裴成 摄）

秋收时节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