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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产业的发展，不仅能
够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更能够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如何把葫芦产业做大
做强做优，赋能乡村振兴，成
为东昌府区的一道重要课题。

为进一步扩大东昌葫芦
的影响力，2007年，聊城市举办
了首届中国（聊城）葫芦文化
艺术节。经过17年发展，葫芦
文化艺术节参展商由最初的
60余户发展到现在的5000余
户，地域由周边4个省市发展
到辐射全国。连续多年举办的
葫芦文化艺术节已经不仅仅
是聊城市的一项节庆赛事，更
成为葫芦产业的盛大狂欢活
动。在葫芦文化艺术节上，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不仅能选
购心仪的葫芦，葫芦艺术家们
还能实现不同艺术风格的碰
撞与创新，推动东昌府区葫芦
产业向更高处迈进。

如今，东昌葫芦销售额占
据全国市场份额的75%，产品
远销日本、韩国、美国、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买天下葫芦、
卖天下葫芦”的集散效应日益
凸显。东昌府区紧跟互联网、
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热潮，成
立国字号“中国葫芦电商协会”，全区
葫芦电商经营户达2000余家，大大拓
宽了客户源和销货渠道。

“咱这里名气大，全国各地都来进
货，每年葫芦节市里持续3天，但村里
要一个月以上。”路军觉得，葫芦节为
村里的葫芦产业赋能，方便也促进了
葫芦的销售。现在，每年葫芦成熟下架
后，路庄村就忙得不可开交，村子被阿

里研究院命名为“中国淘宝
村”，采用“互联网+电子商
务”运作模式，家家种葫芦、
户户搞电商，全村在天猫、
淘宝、阿里巴巴等平台共开
设300多家网店，年均网络销
售工艺葫芦700万个，被农业
农村部评为“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并入选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亿元村。村里开设有
12个快递网点。快递员采用
上门揽件或送件到网点的
形式，日均发货量达3000余
件，旺季达5000余件。此外，
村内多家快递网点针对葫
芦产业出台了优惠政策：凡
是葫芦产品的寄件，要比其
他物品优惠2/3的价格。

“咱这里葫芦销量占全
国70%多，但产量只有60%，供
不应求，已经把陕西那边的
大葫芦都包下来了，咱这边
小葫芦产得更多。”路军称，
路庄村的葫芦在长时间的
摸索发展中，从单一的“蝈
蝈葫芦”市场已经细分发展
为古玩品、工艺品、收藏品、
旅游品、大众品等多种类
别，销往全国各地，受各类
人群喜爱，产量供不应求。

今年，堂邑镇党委政府
联合15个村集体收入薄弱村，成立了强
村富民农业专业合作社，申请了“强村
农担贷”18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路庄
村不仅仅是葫芦种植基地，更是全国
葫芦的集散基地，来自河北、山西等地
的葫芦都要运到这里，通过我们的经
营户再发往全国各地，现在我们利用
启动资金，批量从外地购进一批葫芦，
参与到葫芦经销中来，所得利润归成员
村所有。”路庄新村党委书记王士滨说。

被称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路庄村，路边摆放着售卖的葫芦。

葛延伸阅读

东昌葫芦在汉代就已种植
葫芦谐音“福禄”，自古以来就在

人们心中象征着吉祥、好运，寓意多子
多福多寿禄。有古人诗文赞其“胜挂金
鱼袋”。早在新石器时代，葫芦就已作
为容器和工具被广泛使用。随着时间
的推移，它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象征
意义的艺术品。聊城的葫芦文化源远
流长，尤其是东昌葫芦以其独特的造
型、精美的雕刻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不
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还远销海外，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葫芦种植与加工是东昌府区一项
特色产业。东昌葫芦雕刻技艺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昌府区
是国内“买天下葫芦、卖天下葫芦”的
最大集散地，被授予“中国葫芦雕刻文
化艺术之乡”。

葫芦种植可追溯至汉代，张骞出
使西域，将葫芦种子带到中原，开启了
葫芦在东昌府区绵延2000余年的繁盛
篇章。2000多年来，当地对于葫芦种植
进行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种植
经验。西汉著名农学家汜胜之曾详述
了葫芦从整地备耕、播种、用水、施肥

到收获后处理的全过程，促进果实增
大的“靠接”法等还被收入《齐民要术》

《四时类要》等古籍。
葫芦加工成工艺品可以追溯到

宋代，在葫芦上进行简单的雕刻，从
农产品到手工艺品，手艺人赋予了葫
芦新的生命。明清时，得益于京杭大
运河漕运发达，雕刻葫芦成为运河两
岸农家生产的重要商品。而明清至民
国时期，东昌府区的葫芦种植不再拘
泥于家庭院落，开始尝试集中地块种
植。同时，在葫芦加工技艺技法上，针
刺加雕刻，染制加片花的特色加工方
式逐渐成熟。

葫芦艺人在葫芦生长期采取
勒、扎、挽、范制等技术，让葫芦长出
形态各异的造型，制作成茶具、鼻烟
壶、工艺台灯等生活艺术用具，赋予
葫芦更多的文化内涵，提高商品附加
值。此外，葫芦艺人还将葫芦工艺与
当地剪纸、面塑等工艺相结合，打造
出实用型、观赏型的创意作品，实现
了葫芦产业由传统“葫芦加工”向“文
化创意”的动能转换。 本报综合

葫芦文化艺术节上，各种工艺葫芦吸引了观众。

烙画艺术葫芦。

各种形状的葫芦引来人们驻足观看。

国内顶级范制葫芦专家黄全华查看范制葫芦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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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黄河下游平原
葫芦福地种出“好葫芦”

金秋时节，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
村被葫芦“霸占”了，这是村民们一年
中最忙碌的时候。无论是东西街还是
南北路，随处可见村民在门外摆摊卖
葫芦。大的、小的、青皮、白皮，不管啥
样的葫芦，都能在这里尽情选购。沿
街店铺里形态各异的葫芦工艺品，更
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来自石家庄的
文玩经销商蔺宁波从路边摊位挑选
了45枚“草里金”葫芦，这种小葫芦如
同两粒花生米大小，别看它不起眼，
却是很多葫芦爱好者的心头好，蔺宁
波以每个10元的价格带走了一捧“草
里金”。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堂邑镇挑选
葫芦，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了，大
约选购了80万元的精品葫芦。”来自
浙江绍兴的葫芦买家包泽楠说。由于
南方气候湿润，新采收的葫芦容易发
霉，他必须要等到挑选的葫芦在堂邑
镇彻底晾晒干透，才能满载而归。

路庄村被称为“中华葫芦第一
村”，村民们种植、加工葫芦已有300
多年的历史，95%以上的人都在做葫
芦生意，为东昌葫芦抢下全国75%的
市场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目前种葫芦的基本就是山东、
山西、河南、河北这四个省，葫芦不喜
欢雨大，在南方种不了，东北地区一
结霜，葫芦就长不成了。”路庄村村民
路军种植葫芦已经30多年，在他看
来，适宜的自然环境是葫芦生长的必
要条件，而位于黄河下游平原的东昌
府区，充足的水源、独特的土壤、适宜
的气候，为葫芦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生
长条件。这里生长出来的葫芦光洁润
滑，肉质肥厚，不仅自然外形好看，而
且非常适宜雕刻加工。

目前，东昌府区葫芦种植主要分
布在堂邑镇、梁水镇、闫寺街道、道口
铺街道的80余个村。其中，仅堂邑镇
及周边葫芦种植面积就达到1 . 3万
余亩，葫芦种植户4500余户，加工经
营户1500余户，种植葫芦品种30余
种。全区的传统葫芦种植核心保护区
域种植总面积6000多亩，年产量在
8000万个以上。

要想葫芦长得好，生长的每一步
都很重要。东昌府区老百姓在千年的
种植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经验，比如通
过掐芽控制坐果的多少、通过选种保
留稳定品种等，并每年推陈出新，增加

了葫芦的产量和品种，引领着葫芦种
植界发展方向。

葫芦品种占全国七成
葫芦村的葫芦不愁卖

“一开始种植的都是圆形葫芦，
也叫‘蝈蝈葫芦’，那时候大家就背着
葫芦去北京、天津、上海售卖。”路军
称，在上世纪90年代，葫芦作为畜养
鸣虫的极佳虫具，在富庶地区十分流
行，也是销售的主要方式。

在上个世纪的百年时间里，葫芦
之于东昌府，一直低调着，默默无闻地
存在。直到2004年葫芦开启了走向产
业化的路径，周边辐射效应逐步显现，
从2004年的700亩种植面积逐步增长，
产业生态稳稳扎根。

种葫芦的人越来越多，为了能让
葫芦提高“身价”，种植户开始在葫芦
的品种上动起了心思。“葫芦的品种
杂交产生的比较多，村民们看着有串
出来的品种卖得挺好，就逐渐提纯增
加品种。”路军称，2000年以后，村里
的葫芦品类逐渐丰富，现下的品类没
有细数过，但上百种肯定是有，种植
户会根据市场情况来调节种植品类，
避免产能过剩，几乎每家都有自己的
种植特色。“别处种葫芦，但是没咱这
里的葫芦品类多。”路军说。

“要品种指定是路庄多，这里的品
种能占全国70%左右。”村里的商户王
明雨深有同感，2019年，他从黑龙江回
到老家聊城，开始在路庄经营葫芦生
意。路庄村每年都有创新的葫芦品种，
这对于外地客商来说极具吸引力。“来
到路庄他们想要啥都有，就不用再去
别的地儿了。”王明雨称，葫芦的价格
和个头大小关系不大，一般新品上市
都会热卖，等到产量增多的时候，价格
会有所下跌，最近这几年，三肚、凸嘴、
天坛小八宝等葫芦新品种比较热卖，
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千元。

葫芦有大有小，大的可以做摆件，
小的能做挂件或者在手中把玩。客商
们挑起“尖货”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各
有各的眼光、各凭各的喜好。“一看嘴，
二看肚，三看腰，四看脐。”路庄新村党
委书记王士滨介绍，葫芦不论大小，主
要看器型和品质，“五看中轴线，拿起
来放桌上，不用底座就能放稳的，就是
好葫芦。”王士滨介绍说。

好品种不愁卖，但好品种也来之不
易，一个葫芦新品种的提纯，至少需要
三年时间。为了尽早以新品种抢占市
场，东昌府区联合省蔬菜体系、市农科
院组建了东昌府区葫芦种植专家团队，
依托现有葫芦种植基地，通过葫芦基因
提纯，开展葫芦的新品种培育、种植新
技术和新模式的研发。

小葫芦变身“宝葫芦”
好看好卖还好玩

小葫芦闯出大名堂，随着私人定制
的需求激增，东昌府逐步从葫芦加工产
业向文化创意产业转换，尝试将葫芦开
发生产成乐器、酒具、药具、烟具、虫具、
花瓶……“买葫芦除了挑工艺，还得看眼
缘，看起来长得奇形怪状的葫芦说不定
能卖得很贵。”王士滨说。

为推动葫芦产业从“提篮小卖”的马
路市场向高端市场转变，2023年，堂邑镇联
合聊城东安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与国内顶级范制葫芦（即模子葫芦,就是用
模子迫使葫芦依照人的意愿生长成形———
编者注）种植专家黄全华合作，引进东昌府
区高端范制葫芦种植基地项目。该项目占
地114亩，基地共种植1.5万颗葫芦苗，可收
获3万个范制葫芦，产值达3000多万元，可
解决200余名附近村民就业。

依托产业优势，东昌府区将非遗保
护传承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机结合，
推动葫芦产业不断壮大，将小葫芦变身
为致富的“宝葫芦”。

在路庄村，传统的葫芦工艺主要以雕
刻、烙画为主，返乡大学生莫俊玲结合在
课堂上学习的美术知识，把墨刻技法创新
在了葫芦上。“这样的葫芦不仅色泽鲜艳，
而且不容易褪色。”用莫俊玲的话说，传统
手工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具生命力。
而她的葫芦也深受年轻群体的喜欢，在电
商直播间里，月销量能达到1000多个。

为更好地宣传东昌葫芦，东昌府区深
挖葫芦文化内涵，统筹整合红色文化、黄
河文化、运河文化等旅游资源，串联山陕
会馆、葫芦风情文创小镇、堂邑民俗旅游
区等景点，打造“文博手造·一脉相承”“繁
森精神耀东昌”等特色鲜明的旅游路线。
近三年来，东昌府区累计接待游客3000万
人次，综合收入超120亿元。以葫芦IP为主
题，打造了集“文化教育、休闲旅游、民俗
体验”为一体的聊城最美的公园式乡村文
旅综合体——— 中华葫芦文化园，预计每年
接待游客120万人次，营业收入3亿元。

东昌府区还拓展葫芦文化的对外交
流，积极参加世博会、进博会、文博会、非遗
展会、法国巴黎“孔子文化周”（照片）等活
动，让“东昌葫芦”走出国门，为传播中国文
化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全力以赴，推动东
昌葫芦走向全国、进而走向国际，把文化

‘软资源’转化成乡村振兴的硬实力。”东昌
府区旅游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涛说。

“葫芦虽小藏天地，伴我云云万里
身。”东昌府区葫芦产业不仅见证了历史
的沧桑变迁，更成为推动东昌府区经济
繁荣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东昌府区
厚植葫芦产业发展沃土，让小葫芦长出
大产业、土特产成为金招牌，进一步推动
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葛相关新闻

丰收的号角在聊城这片土地
上吹响，东昌葫芦又一次把“福
禄”的故事，讲给每一位远道而来
的客商。

在刚刚过去的第十六届中国
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
文化艺术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葫芦客商、种植户、葫芦文玩爱好
者、葫芦艺术家齐聚中华水上古
城，各式各样的顶尖葫芦作品风
采尽展，“买天下葫芦、卖天下葫
芦”的盛况在聊城东昌府再现。

从一家一户的种植、一人一刀
的工艺发展至今，葫芦已成为聊城
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之一，东
昌府区葫芦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
葫芦产业年综合效益达16亿元，销
售额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75%。

小葫芦，“大肚量”，能把全国
3/4的市场份额收入囊中，东昌葫
芦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扫码看视频

顾顾客客在在第第十十六六届届中中国国江江北北水水城城··两两河河明明珠珠((聊聊城城))葫葫芦芦文文化化艺艺术术节节上上挑挑选选葫葫芦芦。。 顾顾客客在在葫葫芦芦文文化化艺艺术术节节上上拍拍摄摄葫葫芦芦。。

外外地地客客商商在在葫葫芦芦文文化化艺艺术术节节上上展展示示大大葫葫芦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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