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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镇中国结
再成春节“爆款”

缠、绕、抽、贴，一拴一扣，
红线绕指尖飞舞，一条柔顺又
精美的红绳便孕育而生，再经
工人们有力灵巧的双手一压一
挤，与刻有吉祥话字体的桃木
圆盘粘连，一份做工细腻、寓意
美好的桃木中国结便制作出
来。工序复杂但错落有致，整个
过程赏心悦目。

“这批桃木中国结订单一
共有26款样式、30万件，需要一
周以内赶制出来，直接发往南
方。”近日，记者驱车来到红花
镇轩然工艺品厂，看到的是遍
布厂区角落的中国结和加工原
材料，浓浓的年味溢出。总经理
王廷省拿出账本，划着每一笔
寄出去的商单，手里一摞摞的
快递单塞满了他腰间的挎包。

“从2024年国庆假期结束
后，我们厂里的大订单就没停
过，这种场景得一直持续到春节
前物流停运。”王廷省说，仅2024
年第四季度，他们厂就卖出300
多万件中国结。这些产品远销到
东南亚各国，最近这段时间则是
国内各大批发市场要货较多。

加工生产厂区热火朝天，
线上的网店直播间，订单亦是
蜂拥而至。“这是新出的桃木仿
玉款式，小尺寸挂在床头温馨，
大尺寸放在客厅喜庆。”红花镇
巧艺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的直播
间内，村民李娜正在直播带货，
她用一口乡音把自家制作的中
国结介绍给天南海北的网友。
后台的助理快速整理订单信
息，分包给工厂工人，开播2个
小时，已经卖出400多个订单。

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直播
平台，巧艺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负
责人王超介绍，正在直播的店铺
账号2024年已发货10万余件，像
这种体量的直播间账号，他们公
司还有三个。“网络销售已经成为
主要销售方式，不但拓宽了销售
渠道，直播间的即时互动还让我
们能第一时间了解客户需要，打
造更受欢迎的产品。”

乘着互联网销售的这股东
风，成为各大网购平台“爆款”
的红花镇中国结也闯出了更大
的市场。

红花镇中国结
何以走向全国

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国结生
产基地，红花镇为何能撑起这
么大的市场，源远流长的技艺
传承是最大的底气。

根据地方县志记载，早在
唐宋时期，学做中国结就已成
为郯城闺阁女儿的“必修课”。
此后这门技艺通过一代代心灵
手巧的郯城农家女传承下来。
如今，当地越是年纪大的妇女，
越有一手灵巧的编制技艺，每
逢节庆喜典，重要的编织物品
都由她们一手把关。

如今小镇的年轻女孩若有
一手好的编制技艺，在当地依旧

会被称赞，淳朴的民风也使成熟
且复杂的技艺得以较好地保存。
技艺更迭，镇上的艺人们还把传
统结艺技术与景泰蓝掐丝工艺、
烤瓷工艺、桃木雕刻、刺绣等技
艺相结合，使款式更新颖、民族
元素更饱满、寓意更祥和。

岁月演绎，红花镇的中国
结也不再是单一的喜庆用品，衍
生出民族风系列、景泰蓝系列、
仿玉系列等六大类千余种，包括
双联结、双钱结、祥云结、如意
结、平安结、盘长结等30余个品
种。根据用途不同，红花镇的中
国结可以出现在各种使用场合。

2021年，郯城中国结传统编
织技艺被列入山东省第五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承千年的古法技艺在如今也
得到了社会各界认可。“我们镇
现在有中国结生产企业、中国结
电商近400家，2024年生产的中
国结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70%，
年产值突破18亿元。”红花镇党
委书记郑庆永自豪地说。

从家庭作坊
到产业集群

如今红花镇的中国结加工
厂内热火朝天，而在几年前，小
镇却曾一度面临窘境。

过去，红花镇的中国结制
作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农闲时
妇女们在家中手工编织中国
结，生产规模小、产品较为单

一、销售渠道有限，多为附近集
市或小商贩收购，并且生产原
料也受外部价格的限制。

郑庆永介绍，每年红花镇
生产中国结所需的原料细线约
10万吨、包装纸箱约1800万件。
原材料多数需要外部供给，镇上
缺少本地包装，没有材料供给，
外地供货商的价格一浮动，讲究
薄利多销的村民就会变得很被
动，制作环节一度被“卡脖子”。

2024年5月，红花镇投资600
万元建设细线和纸箱工厂，开始
尝试在原料供给和包装纸箱上
补链，形成从原料生产、产品制
作，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条。

“以前产量跟不上，大的订单只
敢看不敢接。今年镇上联合周边
村成立了原材料供给厂和包装
加工点，通过统一派单和收购，
产量上去了，对接市场的底气也
更足了。”王廷省说。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
结产业迈向新高度，郯城县高
标准建设中国结产业园，打造
集产品交易、展示、技术交流于
一体的大型中国结工艺品展示
贸易市场，2024年11月30日正
式开业。“产业园建成后，进一
步延伸了中国结的上下游产业
链。”郑庆永介绍，如今制作中
国结所需的原材料，90%都来
自本地，极大降低了采购成本
与运输风险。

产业链补全，稳住的是全镇
厂家发展生产的脚步，带来的是

村民灵活就业的更多岗位。
在红花镇中国结批发市

场，一大早当地村民就带来前
一晚在家中制作好的包装礼
盒、工艺角料。现场的工作人员
清点检查后，统一采购。“经过
前期的简单培训，我们学会了
礼盒打包和工艺加工的技术。
批发市场每天都有负责人派发
工单和需求，我们把原材料带
回家，手里有家务就忙，没事就
把加工的零活捡起来，忙活一
天也能赚八九十元。”64岁的谢
运兰数着一早赚来的手工钱，
止不住地笑。

红花镇一位位灵巧的家庭
主妇，把中国结工艺品当成了
增收的主导产业，一张张由她
们编制而成的中国结，也成为
当地农村经济产业、文化产业
的重要载体。“现在全镇中国结
编织专业村有70个，辐射带动
约3万人从事中国结生产。随着
中国结市场销路的拓宽，品牌
化的不断升级，我们有理由相
信，红花镇的未来，花会开得更
好。”郑庆永说。

一根简单的红绳，经过红
花镇农家女们缠、绕、抽，与配
饰、挂饰相粘贴等工序，一个漂
亮的中国结就制作而成。小小
的中国结寓意着家庭美满，幸
福团圆，除旧迎新。在这个以此
为产业的小镇上，中国自古以
来男耕女织的人文浪漫，此刻
也具象化了。

红
花
中
国
结
带
来
年
年﹃
红
﹄

全
国
七
成
中
国
结
来
自
临
沂
红
花
镇

临近春节，有“中国结艺
之乡”美誉的临沂市郯城县
红花镇又开启了“火红之
旅”。在红花镇轩然工艺品
厂，一根根红色细绳在村民
手中不停穿梭，各式各样的
中国结布满车间。

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国结
生产基地，2024年红花镇生
产的中国结占国内市场份额
的70%，年产值突破18亿元。

红花镇巧艺电子商贸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内，村民李娜正在直播带货。

在红花镇轩然工艺品厂里，村民正在赶制一批中国结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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