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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发展战略学会企业战略专家委员会组织的“中国中小
城市特色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撰写的《关于偃师布鞋产业的发展战略
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炉，《报告》对偃师布鞋产业多年来的发
展状况给予高度评价。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新常态下偃师制鞋产业
发展如同逆水行舟，要想保持市场优势地位，必须加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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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产品销路，让偃师实体鞋企触
网是不二之选。”张俊说，如今已有越来
越多的鞋企意识到电子商务的巨大市场
前景，并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目前，我
市有60多家企业在阿里巴巴网站上做
批发销售，从事网上零售业务的电商已
有200余家。

“网上不分淡旺季，每天能卖 1000
双鞋，不仅成本低，还不必考虑和分销
商分成利润的问题。”偃师市金源鞋业
负责人张志超介绍，公司于 2012 年开
始在阿里巴巴等网购交易平台上做布
鞋批发生意，目前已拥有 5 家天猫店和
11家淘宝店。

今年 5 月，专业从事网店代运营业
务的河南省乐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
驻偃师市，为偃师鞋业触网注入新活
力。如今，该公司已与当地14家鞋企建
立了合作关系。与网店代运营企业合作
后，鞋企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工作，代运营
企业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产品拍照、
开网店、客服、物流配送等全程服务。

张俊说，按照偃师市制鞋产业发展
相关规划，下一步将学习瑞安、温岭等国
内鞋业基地的成功经验，在偃师市建设
集营销、研发、设计、电子商务于一体的

“鞋都大厦”。届时，将会引入更多有实
力的电子商务代运营企业，让偃师鞋企
大规模、快速步入“互联网+”时代。

另外，偃师市还将在工信、质监、工
商等部门及偃师市鞋业协会的共同努力
下，引导鼓励新生代经营者在研发、设
计产品等方面多投入资金和力量，努力
形成个性化品牌产品，在市场中独树一
帜。预计到 2016 年，偃师鞋业可实现
销售收入超 5000 万元企业将达到两
家，超3000万元企业达35家。同时，偃
师鞋业的中国驰名商标数量也将实现零
的突破。

本报记者 王蕾
通讯员 王雷 文/图

60年发展业绩不凡，但旧模式的束缚必须突破

偃师鞋业：期待在转型中破“茧”成蝶

锤炼60载成就行业冠军

近日，记者在偃师市大发制鞋厂看到，
一双双布鞋从自动化流水线生产设备中下
线，现场工人将成品布鞋装箱、打包，再装车
运往全国各地销售网点。该鞋厂负责人薛
冠楠说，自家鞋厂的布鞋年产量可达 80 万
双，今年打算新上一条生产线，预计年产量能
达120万双。这仅仅是偃师布鞋产业的一个
缩影。

《报告》指出，偃师市布鞋产业起步早、发
展快，在国内同行业中“一枝独秀”。

回顾偃师鞋业发展历程，最早始于1956
年，偃师县皮革制鞋社成立，专门制作布鞋。
1979 年 6 月，偃师县制鞋厂正式成立，在该
制鞋厂带动下，偃师市的私人制鞋厂开始出
现。到了1994年，偃师布鞋生产企业总数有

1000余家，产值突破10亿元，形成国有、集
体和私有企业共同发展的辉煌局面。

但在 1995 年年底，因产品质量把关不
严，不少偃师市布鞋生产企业加工的产品穿
一周左右就会开胶、断底，偃师布鞋甚至被本
地人称为“礼拜鞋”。与此同时，偃师布鞋企
业现倒闭潮，超半数鞋企停业。

大浪淘沙始见金，偃师市一批重质量、谋
发展的制鞋企业从这场市场竞争中活了下
来，并且越活越好。《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偃师市630余家制鞋企业共生产各
类布鞋近 3.6 亿双，总产值 59.6 亿元。全国
市场销售的布鞋中，有约1/3的产品产自偃
师市，偃师布鞋在全国同类产品市场更是连
续多年排名首位。

技术革新带动产业发展

《报告》认为，偃师布鞋产业近年之所以
快速发展，与当地企业及时更新生产工艺及
技术密不可分。

确实，过去走进偃师市一些制鞋企业，看
到的多是手工作坊式生产场面。如今，偃师
鞋企已经进入“机器换人”的崭新时代。

“现在偃师鞋企招聘一名熟练工月平均
工资是5500元，而且还很难招到人。”偃师市
宇龙制鞋厂负责人杨占凤说，制鞋业属劳动
密集型产业，用工成本高，用工难是企业发展
面临的一大难题。近两年，宇龙制鞋厂和洛
阳新思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合作，
投入近百万元联合研发了一套新型智能聚氨
酯制鞋流水线设备。有了这套设备，从注射

物料到开模、压模，再到脱模实现了全程自动
化，使整条流水线的操作工人由20人减少到
15人。这样一来，不仅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了，
更重要的是，每天可节省不少人工开支。

随着偃师鞋企技术革新需求不断扩大，
当地机械制造业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也被调动
起来，相继上马先进生产线，不仅生产出来的
鞋质量好，而且为企业节约了大量能源成本
和人工成本。

此外，为解决偃师布鞋产业长期以来存
在的企业分布散、乱等问题，近年，偃师市陆
续兴建了城关镇北环路槐庙鞋业工业区、山
化镇东屯鞋业工业园等四大制鞋产业园区，
目前已吸引60家当地鞋企进驻。

款式不够丰富、销售渠道单一、龙头企业较少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月至
6 月，全国鞋服纺织业零售额 6375 亿元，
同比增长 10.7%。对此，国内有关专家认
为，今年上半年中国鞋业市场销售增速回
升幅度较小，且零售额实现同比增长的鞋
业品牌数较少，国内鞋业市场仍未走出低
迷局势。

相比之下，偃师制鞋产业形势如何
呢？偃师市鞋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偃师市制鞋企业共实现销售收入
32.4亿元，利润2.7亿元，这两项数据与去
年同期相比均略微下滑。

“新常态下，偃师鞋业不可能独善其
身，正视自身短板才能谋求更好发展。”
偃师市鞋业协会会长张俊说，产品销售
模式单一已成为制约偃师布鞋产业扩大
销售规模的“瓶颈”。多年来，偃师市
90%左右的制鞋企业依赖国内各地市场
上的鞋业门市作为销售渠道，单件产品

利润低，制鞋企业对产品终端售价没有
话语权。

偃师市630余家制鞋企业共拥有注册
商标700余个，其中华荥桥、金旺老字号、
鹏辉、佰瑞祥等12个注册商标为河南省著
名商标。虽然有的企业拥有三四个注册商
标，但产品缺乏个性化外观设计，导致有品
牌无知名度的尴尬现象出现。

记者在偃师市部分鞋企采访时发现，
随意抽选五六家制鞋企业生产的女式布
鞋，款式大同小异，如果不一个个看商标，
很难看出这是不同企业生产的不同品牌
产品。

另外，尽管从整体来看偃师制鞋产业
规模较大，但单个企业“个头”还较小。目
前，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规模企
业共45家，年销售收入超4000万元的只
有洛阳华荥桥鞋业有限公司、偃师市光辉
鞋厂两家企业。

“互联网+”思维成转型突破口

不含任何添加剂 还是儿时老味道

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
即日起上市
市民可到好来历各区域中秋月饼惠民点品鉴、购买

随着中秋节临近，近日，打好来历办公室电话（0379-63350000）咨询最多的就是：去年那没来得及
多买的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今年何时能再买到。

据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产品总监裴留安介绍，近几天天气较凉爽，适宜月饼制作。经过好来历
工作人员夜以继日赶工，首批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限量供应，已由物流配送至全市近200个中秋月饼
惠民点。即日起，市民可到全市好来历专卖店及各惠民点品鉴购买。

大于“5”的五仁月饼，
精选原料

有人说，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很
“土”，土到初看一眼，瞬间穿越，那种对
几十年前街头老月饼的感觉立刻涌来。
有人说，它很“渣”，看起来老大一块，轻
轻一掰，四分五裂，馅料掉落，入口香甜，
味蕾霎时被征服。

一般说来，五仁月饼由花生仁、瓜
仁、麻仁、杏仁、核桃仁等馅料组合而
成。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结合现代人的
口味，又精选了百合、黑芝麻、腰果等多
种原材料，为一块朴实无华的月饼赋予
了新的口感。

84年来，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始终
秉承手工制作传统，只为给您带来儿时的
老味道。此外，肉桂、辛夷等20余味天然
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代替了市面其他月
饼中的食品添加剂来提味和保鲜，更赋
予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浓厚的中国味。

“老月饼在形象上很难有新突破，一
旦破坏了它的形状或雕花，老月饼的传
统意义就随之流失。”裴留安介绍，唯有
重视原料的选材，把守食品安全，经典才
能成为永恒。

38道工艺精心焙制，严格把控

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的制作仔
细说来，需要熬浆、揉面、拌馅儿、蒸
炒等 38 道传统工艺精心焙制。其
中，最为关键的选材是食用油。好
的食用油不仅能使面皮酥香润口，同
时做出来的月饼，品相也非常好。所
以，重视油的品质对于月饼的安全
性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坚决抵制
转基因油，全部选用优质大豆油和
花生油。虽然油的成本上去了，但
简单环保的包装能从另一方面有效

弥补过来，广大市民仍可放心食用。
为了使饼皮颜色更亮，部分商

家会选用色素等快速见效的方法，
但好来历坚持“土法”，即将土鸡蛋
的蛋液均匀地涂抹在饼皮上，这种
土法不仅使月饼成色好，而且能使
月饼香酥可口。

与土鸡蛋相比，色素的成本明
显更为低廉，但好来历从选料到包
装，只为让月饼回归传统，去除奢
华的附着，还您一个纯净、安全的
中秋。

84年古法技艺传承，匠心独具

始于 1932 年的“荣庆号”裴师
傅月饼，至今已有84年历史。当年
由裴双喜（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创
始人）亲自制作的枣木雕花月饼模
具，依然在为今天的月饼赋予吉祥
团圆的寓意。

“沿用父辈留下来的月饼模具，
不只是对传统手工的尊重，在食品
安全问题严重的今天，还可以有效
避免塑化剂的污染。”裴留安介绍。

由于这套模具的四个角因年代已
久的原因略显斑驳，但模子里的雕花形
状依然清晰可辨：有“喜上眉梢”“五
子登科”“龙凤呈祥”“中秋团圆”等。

一个面团只有经过这样精致

模具的修磨，才可能变得有棱有
角，也更显特色。“一个人的容貌很
容易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了模样，
一个人的心灵也可能随着社会和
现实的挤压而变得污浊，但老裴家
的月饼，我买了几十年，无论口感
还是品质，始终如一。”一位 60 多
岁的市民说。

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
18元/盒（500克）
订购热线：0379-63350000

18567624314
24小时咨询热线：
0379-66778866

（谢娜娜）

店名

建洛放心豆腐专卖店

旺旺超市

家家便利店

万祥副食店

洛浦路雨鑫超市

御园烟酒

鲜果多多饮品店

王哥平价商店

大家超市

好邻居超市

万家福便利店

天冰批发部

洛阳润丰商贸有限公司

国医堂晖达店

中油超市雨润专卖店

风林烟酒超市

clover便利站

洛龙区霞光商店

硕硕批发超市

双汇连锁店

鑫泰烟酒

食源农生鲜坊

华叶烟酒（酒祖杜康）

金达莱购物广场

好来历吉利店

地址

行署路菜市场中段彩板房04号

王城大道东侧洛河桥北1号楼3号门面房

丽春东路与王城大道交叉口38号1号楼2门洞102号

王城公园对面爱民巷

洛浦路省安14号楼底层门面房东数第四套

王城路38号院1栋

纱厂南路兴华地下步行街D区D27-2号

上阳路隆安上阳华府东门口

唐宫东路与新街交叉口

唐宫东路52号

丽春东路南11号楼1门101号东间

中州西路谷水铁路东200米路南

珠江路与丽春路交叉口向南路东100米

龙鳞路与联盟路交叉口向北100米

翠云路中油家园南院门口

兴洛东街与关林路交叉口紫金风景线小区门旁

翠云路与兴洛东街交叉口西50米紫金风景线门口

安乐镇聂潘路（栖霞宫村）

洛宜路与杜预街交叉口

洛宜路与经三路交叉口

洛宜路与学子街交叉口东100米（古城派出所对面）

金城寨街新天地红太阳小区东门

英才路中泰华庭南门往西100米

英才路中泰华庭南门往西50米

河阳路中段吉利一中对面（石化医院西300米）

店长

张建军

范海玲

高建喜

王晓静

张召武

迟永峡

马晓勇

王小伟

张志军

潘度军

牛彩霞

蔡银利

郭卫星

孙继伟

曹广帅

张凤英

刘少博

肖云周

赵小鸟

张 凯

漆玉婵

王世生

王龙欢

王经理

翟经理

联系方式

13939913936

15896566911

18537962372

69951206

63205235

18625970624

13333876205

13592050189

15838887855

15737928112

15137969015

13526942083

13707694317

64235705

13603882653

15937961934

13623897070

65798727

18303685587

15236250571

13698858756

13383882051

18336723645

18336723645

13793165231

好来历中秋月饼惠民点

1

亮点2

困境3

突围4

好来历传统五仁月饼

工人在流水线生产设备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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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网点，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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