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童健 版式：邬雯雯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lmb0808@8531.cn8 人物
ZHEJIANG DAILY

位于湖州市南浔区的善琏镇，
是湖笔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被誉
为“湖笔之都”。这里，制笔技艺代
代传承，已逾千年。

今年 34 岁的蔡新乔在这里出
生，在湖笔工坊长大，爷爷是荃仁湖
笔厂的创始人，父母也都以制笔为
生，随手可及的羊毛、竹笔杆是他童
年最寻常的玩具。

大学毕业后的蔡新乔仍选择与
湖笔为伴。他带领专业团队投身到
湖笔文创产品的设计研发中，让传
统湖笔变得更好看更好卖——目前
经由他的团队卖出去的湖笔，占全
国湖笔网上销量的50%以上。

革新，带着父母齐上阵

蔡新乔团队的办公室，位于湖
州市吴兴区飞英街道双子大厦9楼，
足有 400 平方米，社交软件的提示
音此起彼伏，直播间、采购部、运营
部、设计部等部门的员工各自忙碌
着。

“我们团队现有 80 多人，运营
着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等 10 余
家网店，品牌包括‘善琏湖笔’‘张小
凤’‘湖颖’‘蔡新乔文化工作室’
等。”蔡新乔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善琏镇人，湖
笔之于蔡新乔，是一份事业，也是一
份乡愁。2013 年，从浙江师范大学
毕业后，蔡新乔选择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开网店卖湖笔。一开始他给自
己网店的定位是以跑量为主，定期
从善琏的各家笔厂进货，以中低端
为主，“纯粹就想赚点差价。”

卖着卖着，蔡新乔发现，虽然每
天来镇上看货的人很多，看着热闹，
但是善琏湖笔在全国毛笔市场的份
额越来越小，很多湖笔厂的经营举
步维艰。

深入了解后，他发现，随着人
工、物料等成本的增加，全手工制作
的善琏湖笔每支最便宜也要到二三
十元，但是一些外地的毛笔一支仅
卖 两 三 块 钱 ，价 格 上 明 显 不 占 优
势。“另外湖笔的销路也是一个大问
题，像我父母这辈老手艺人，他们会
做笔，但不会卖笔，销售主要依靠线
下实体店，销量很有限。”

转 型 开 始 于 2018
年。“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得
稳、行得远，唯有提高质量。”蔡新乔
萌发了做湖笔文创产品的念头。

革 新 ，率 先 从 自 家 湖 笔 厂 开
始。他给一家人重新分了工：曾获
得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母亲张小凤
领到了新品研发、工艺把关的新任
务；父亲负责把好“生产关”，把创意
落地；他自己则负责通过电商平台
打响品牌、扩大销路。

一家人在代代相传的 100 多道
湖笔制作工序里搞起了创新。湖笔
第一次有了钢笔的样式，鹅毛、鸡毛
甚至是头发、合欢树的枝桠都成了
制作湖笔的材料⋯⋯一系列的奇思
妙想，给传统老手艺带来新面貌，也
带来了客户和销量。蔡新乔还以母
亲的名字注册了“张小凤”品牌，笔、
墨、砚台，产品包装和网店的页面设
计全部统一，“张小凤”湖笔的名声
逐渐打响。

抱团，传统工艺牵手电商

蔡新乔的这次试水，让当地老
一辈制笔人看到了希望。2019 年，
他被推选为湖州市湖笔协会副会

长，“善琏湖笔”地理品牌商标的运
营任务也交到了他的手里。

“给大家卖笔和给自家卖笔可
不一样。当时整个湖笔行业的效益
都不是很好，商家又多，外部的市场
竞争也很大。”蔡新乔深感“压力山
大”。

压力，也是动力。受安吉白茶
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旗舰
店的启发，蔡新乔有了新思路：同样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善琏湖
笔”，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
式，聚沙成塔，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产
品附加值，从而达到壮大湖笔特色
产业的目标。

2019 年，“善琏湖笔旗舰店”在
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张了。蔡
新乔还把“张小凤”品牌经验搬了过
来，组建专业团队负责“善琏湖笔”
品牌创意设计，具体生产落地则由
协会里各个湖笔厂家来承接。

“我们以前最愁的就是不知道
该做什么。现在有了明确方向，只
要努力把笔做好就行。”善琏湖笔
四厂一度经济效益不好。在蔡新
乔团队的引导下，推出了按照字体
特别定制的湖笔，隶书、楷书、行
书 ⋯⋯不同的字体有了专用的湖

笔，也有了专用的人群。上架仅一
个月，销量就突破了 3000 单。“去年
这款产品的销售额达到 200 万元。
事实证明跟着他们是对的。”企业负
责人小王高兴地说。

湖州市湖笔协会共有会员企业
120 多家，同行厂家多了难免会“打
架”。“推出一个产品，你卖他也卖，
大家盲目跟风，结果就是产品同质
化越来越严重，最后损失的还是企
业。”蔡新乔从优化供应链入手，细
分市场，对协会成员单位的产品进
行差异化定位、营销。

记者在天猫“善琏湖笔旗舰店”
看到，分类专区分为初学必备、文房
四宝、临摹字帖等板块。初学必备
专区里，湖笔、字帖、宣纸等一应俱
全，有单品也有套装，价格相对亲民
很多。而在精品板块，则有善琏湖
笔厂出产的双羊牌各式湖笔套装，
还有国家级制笔大师杨松源、湖笔
工艺美术大师王小卫等多位名家亲
制的礼品湖笔。

跨界，让湖笔“年轻”起来

近段时间，蔡新乔把很多时间
都放在了“蔡新乔文化工作室”里。

“我们准备把这些年陆续推出的1万
多个种类的湖笔收纳到这里，让更
多人了解并传承湖笔文化。”蔡新乔
说，传承发扬湖笔技艺，做精做优湖
笔文化，是现阶段湖笔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他组建了一支 7 人团队，对湖
笔的笔杆、结构等进行文创设计。
湖笔除了传统的“天地盖”礼盒外，
有了抽屉式、旋转式、多层式等多
种新颖款式。为了让笔更加精致，
他还把自主创新的范围延伸到了
笔搁、砚台、墨壶、笔盒等配套产
品。常规的笔搁，靓丽起来，拥有
了淡粉、青色、白色、红色等色彩，
还 有 了 小 猫、兔 子 等 独 特 造 型 设
计，虏获了不少人的芳心。这些创
新也成功让原本“古板”的湖笔走
进了年轻人的心里。

他还在包装上发力，投资了一
家文创包装厂，用潮流美学语言，设
计多种细分市场的包装。“这也是湖
笔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我们自己打
样、自己生产，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成本也降低了。消费者可以花
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我们在
创新设计上也有了更多话语权。”在
蔡新乔的一系列设计整合下，传统

的湖笔“年轻”了起来。
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文创 IP 之

一，“故宫文创”和很多品牌进行了
跨界营销。“产品联名跨界，双方品
牌需要满足一定标准，比如市场口
碑相当。在这次合作中，我们善琏
湖笔的精良品质得到了‘故宫文创’
的亲睐。”蔡新乔说，经过几次洽谈，

“故宫文创”联合善琏湖笔、青弋文
创等三方一起打造了文房四宝礼盒
等多款产品。浓浓的中国风，加上
个性化定制，打破了顾客对于湖笔
的传统认知，深受追求品质的年轻
用户的喜爱。

“我这人其实挺不爱说话的，
但是现在有点话痨，一谈起湖笔，
就刹不住车。”为了让更多的年轻
人爱上湖笔，蔡新乔还抓住当下热
点，进行跨界营销，顺势把湖笔文
化融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随着
电视剧《周生如故》的热映，“写上
林 赋 ，得 心 上 人 ”也 跟 着 火 了 一
把。蔡新乔带领团队仅用了一个
星期，就在“善琏湖笔旗舰店”“张
小 凤 旗 舰 店 ”等 推 出 了 多 款 手 抄

《上林赋》套装。这次，种类多、颜
值高的文房四宝“组团”走进寻常
百姓家。

来自湖笔世家的蔡新乔，玩转电商、设计、跨界营销——

让千年工艺“年轻”起来
本报记者 徐 坊 共享联盟飞英微融站 赵振媛

“这是我编的篮子，送你一个！”
一见面，58 岁的江云青便塞了一个
篮子过来，瘦削黝黑的脸庞洋溢着
热情的笑容。

他是群众眼中的“袖珍巨人”。
因为先天疾病，温岭市箬横镇贯庄
村 村 民 江 云 青 身 高 停 滞 在 了 1.2
米。他用坚强和乐观来面对风雨，
还帮助更多残障人士走出阴霾，看
到人生的千百种可能。

2019 年，他担任村“残疾人之
家”专职负责人。他说：“我的目标是
让大家靠自己的努力‘站起来’，靠过
硬的本领‘富起来’，成为让亲朋不担
心、社会可放心的特殊‘工匠’。”

“帮助别人，就是
快乐自己”

由于母亲患有先天足疾，江云
青与弟弟都遗传了这一疾病。初中
毕业后，江云青就放弃学业，挑起了
家庭的重担。他做不了重活，便在
手工艺上下功夫——编过草帽、做
过裁缝，20多岁时，他的一手编蔑技
艺闻名十里八乡。“我编的黄鳝箩
篼，全镇市场里公认的品质好，别人
的卖 2 块钱，我的能卖到 3 块钱，那
可是上世纪 90 年代。”江云青自豪
地 说 ，生 意 好 的 时 候 ，顾 客 都 得
排队。

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江云青实
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还成为家人坚
强的臂膀。江云青的家，是一栋 20
世纪 80 年代建设的二层石板房，外
表简单，内在却别有洞天，地砖锃光
瓦亮，东西摆放井井有条。“家里都
是伯伯在收拾，他一个人承担了所
有家务活。”侄女江宁深说，“伯伯把
我与哥哥当成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我妈妈生了病，爸爸无力照料，也都
是伯伯在操心。”2018 年，江云青家
庭获得“温岭市最美残疾人家庭”
称号。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自己。”江
云青打心眼里这么觉得，自 2007 年
担任村残疾人专职委员后，大家的
事都成了他的家事。

走在街上，不时有人跟江云青
打招呼。村民张萍（化名）说：“我儿
子精神二级残疾，又是聋哑人，遇上
体检、办残疾证，或者村里有什么
事，全靠云青通知、帮忙。”

“云青做事负责认真，是有口
皆碑的。”贯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江圣元跟江云青共事多
年 ，他 说 ：“ 我 们 村 是 个 合 并
村，3000 多村民中，残疾人
有 101 位，每年每位残疾人
的 家 里 ，他 至 少 要 走 一
遍，情况都摸得透透的，
对方遇到什么困难，他
都 会 及 时 向 村 委 会 反
映。”

2007 年以来，江云
青连续 15 年以箬横镇
考 核 第 一 的 成 绩 荣 获

“全镇优秀村居残疾人
专职委员”称号。

“要‘工疗’，
更要‘心疗’”

一大清早，江云青就赶到
了贯庄村“残疾人之家”。他是
这里的“家长”，陆续到来的 18 个

“兄弟姐妹”们开心地同他打招呼，
这个温馨的“大家庭”很快热闹起
来。大伙围坐在长桌旁，开始组装
晾衣夹。

“前段时间，我们还做过节日
灯、纸帽、纸盒。大家围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同时能拥有一份计件劳
作收入，挺好。”江辉佳（化名）因疾
病导致双手十指不能灵活动弹，为
此 心 情 压 抑 苦 闷 ，刚 开 始 做 组 装
时，她极不情愿，但渐渐地，她不仅
十指灵活起来，精神状态也积极许

多。为此，江辉佳的母亲多次带礼
物 向 江 云 青 致 谢 ，均 被 他 婉 言 谢
绝。他说，这仅仅是“残疾人之家”
第 一 项 业 务 —— 工 疗 的 效 益

而已。
目前，温岭共有 20 家“残

疾人之家”，入驻人员 500
余人。温岭依托市托养中

心成立残疾人辅助性就
业产品调配中心，与企
业签订长期来料加工
协议，统筹全市“残疾
人之家”与托养中心
的工疗需求，实现“残
疾人之家”工疗训练
和 庇 护 产 品 开 发 的
有 效 衔 接 。 截 至 去
年底，中心共计提供
51 种工疗产品，带动
300 多位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年产值达 30 余
万元。

“我既然坐了这个位
置，就要干出一番天地来。”

为了让智力、精神方面有重度
残疾的入驻人员有更丰富的工

疗机会，江云青骑着电动三轮车四
处奔波，一份灯具组装长期订单便
是他找来的。

周一读书写字，周二周四开展
弹珠、套圈、乒乓球等趣味活动，周
三周五做康复训练，时长在一个小
时左右，这是江云青为大家精心设
计的课程表，让大家乐意来、待得
住、过得欢。精神二级残疾的叶兵

（化名）觉得，在这个大家庭里待久
了，生活充实起来，也不胡思乱想，
病情得到了明显改善。

“要‘工疗’，更要‘心疗’。”江云
青说，“这个家里都是重度残疾人，
有残疾人的特殊家庭难免会遭遇闲
言闲语，被边缘化，我想通过一系列
的活动让他们变得更阳光、自信，快
乐面对每一天。”

“自己动手，丰收
的成果特别香甜”

记者来到“残疾人之家”的菜
园，只见一畦毛豆疏绿葱郁，长势喜
人。每天早上，江云青总要去瞅一
眼，“7月初就能丰收了，到时候卖来
的钱既能给大家增加一笔收入，中
午还能加个餐。”

菜园的创意是江云青提出来
的。他说：“我琢磨着活动都在室
内，想带大家去室外种种田，劳逸结
合，能锻炼身体，还能增收。”2020
年下半年，他把这一想法同箬横镇
残联专职委员江于萍提了，得到了
她的支持。

由政府出资租赁土地、购买化
肥种子等，2021 年 3 月，菜园种下
了第一批希望的种子。“蚕豆、玉
米、冬瓜、毛豆，我们种的蔬菜可多
了。去年总共卖了 1.2 万元，自己
动手，丰收的成果特别香甜。”江云
青乐呵呵地说，第一年效益斐然，
今年菜园的面积也从 3.5 亩扩张到
了 6 亩。

“一有空，我就带大家过来。”最
近，江云青常常带着大伙一块到地
里，给毛豆除草，人人挽起袖子，干
得热火朝天。

江云青还把一部分蔬菜免费送
给困难群众。“今年 3 月蚕豆丰收，
他把 2000 斤蚕豆给村里的残疾人、
孤寡老人等分了个遍。”年届九旬的
江夏秋住在村里的老年公寓，还记
得当时，江云青把蚕豆装成一袋一
袋的，放在公寓大门口，让大家来
拿，“他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热心
肠。”

总有一种坚强让人感动。江云
青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坚定顽
强的意志，让荆棘人生开出灿烂的

“向阳之花”。他说：“我有信心，让
‘兄弟姐妹’们也笑口常开。”

“袖珍巨人”江云青，为众多“兄弟姐妹”提供工疗机会——

身有残疾，人生却有千百种可能
本报记者 赵 静 共享联盟温岭站 江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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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云青在整理“残疾人之
家”工作台账

②江云青（右）参加“义剪”公益志
愿服务活动

③江云青（左）带领“残疾人之家”
入驻人员修剪树木
共享联盟温岭站 江文辉 摄

左：创意笔搁 受访者供图
中：发簪毛笔 受访者供图
右：蔡新乔展示湖笔 本报记者 徐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