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元⼯业⼤会发⾔稿 

 

尊敬的蓝书记、胡县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双枪创始人郑承烈。一般情况不带发言稿的我今天却要带着电脑上台分享，可见这

次的登台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毕竟揭示真相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希望在座的各位也

能够有勇气来聆听真相。 

2019 年，各种看衰全球经济的声音不绝于耳，“2018 年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可

能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成为网络金句。 

国家统计局 3月 27 日公布了这样的信息：2018 年 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总利润 9689 亿元，同比增长 16.1%。2019 年 1-2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4%。 

基于对 2019 年经济的担忧，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示：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

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 10%的税率降至 9%；保持 6%一档

的税率不变。 

从全球范围、全国范围来看，2019 年的经济并不乐观，那我们庆元的经济情况

呢？2018 年庆元工业税收 3.5 亿，同比增长 19.5%；2019 年 1-3 月庆元工业税收  

0.71 亿，同比下降 9.7%，虽然说只是两个月的税收下降不能代表全年，但有下降

的隐忧。其中竹制品行业纳税超 100 万的 14 家企业 2018 年庆元工业税收 0.76 亿，

同比下降 5.72%；竹制品行业纳税超 100 万的 14 家企业 2019 年 1-3 月庆元工业税



收 0.16 亿，同比 2018 年 1-3 月微增 0.7%，但却比 2017 年 1-3 月下降 18.9%。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庆元的工业经济，尤其是竹制品行业的发展受到了巨大

的挑战，增长乏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数据背后还有更可怕的事实，让我们来看看庆元竹制品最主要的三个产品

——竹筷、竹砧板、竹小家具的前世今生吧。 

曾几何时，庆元的工艺竹筷的加工规模达到了全国的 80%以上，现如今呢？庆

元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是从原竹开始加工竹筷了，现有竹筷成品加工企业无一例外都

是从福建邵武、建阳等地购买竹筷坯，只是完成筷子的最后一道包装工序而已。 

鼎盛时期，隆宫乡加工竹筷坯的小厂多达两百家左右，而今天全庆元几乎都找

不出一家做筷坯的加工企业了。与此同时，成品竹筷加工企业也从 50 多家降至现

在 10 家左右，并且产量也都大不如前。正如《桃花扇》“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的唱词一样，实在令人唏嘘！令人感慨！ 

是什么导致了庆元的竹筷行业的衰落呢？ 

1、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选择了更有品质、更上档次的木

筷、合金筷、不锈钢筷，但遗憾的是庆元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加工合金筷、不锈钢筷，

加工木筷的企业除双枪之外只有两家，并且规模都很小。筷子的消费升级过程中，

庆元的筷子企业没有跟上，庆元筷子行业的萎缩就势在必然了。 

2、早几年竹筷的加工工艺是这样的：首先按照竹筷所需长度锯好竹筒；再用破

蔑刀手工将竹筒按照一根竹筷的大小破成一根根小竹片；之后再用冲坯机将竹片刨

成四方形的竹筷坯；将竹筷坯漂白烘干之后，还要通过繁琐的斜坯、磨尖、磨光，

将筷子进行成型。工艺升级后竹筷的加工方式大大简化，竹筒的长度不再是按照一

根筷子长度来取料了，而是按照 4 根筷子的长度来取料，竹筷坯不再是用手工一根



根破开，而是用设备一次性撞开。竹筒撞开成为竹片之后用类似加工牙签的方式对

竹条进行拉丝、截断、削尖，快速而高效地加工成竹筷。高效的竹筷加工方式没有

让庆元的企业竞相模仿，而是选择了彻底放弃。就这样，竹筷的工艺升级过程中，

庆元的筷子企业还是没有跟上。 

在筷子的消费升级和竹筷工艺升级中，庆元的竹筷加工企业全军覆没，败得片

甲不留、一无所有。我们曾经形容庆元的工业经济是这么说的：一双筷子、一根铅

笔、一扇门，今天“一双筷子”已经渐行渐远，难以成为庆元工业的代名词了。 

说完了竹筷，下面说一说竹砧板。竹砧板和竹筷一样，面临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两大

机遇和挑战。现代人非常注重生活品质，推崇健康、环保、有质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从购买竹砧板，转变为购买更显档次、更加环保的木砧板和小麦、稻壳等植物纤维做

成的复合砧板，庆元同样是无一企业在加工这些新型砧板。竹展开砧板拥有表面无拼接、无

胶水，色泽更统一、更美观的优势，代替竹拼接砧板是早晚的事情，虽然庆元现有的竹展开

砧板加工企业有两家，但加工规模都很小，其竹材大多来自浙江龙游、福建建阳和武夷山等

地，加工成本的劣势非常明显，未来的加工大有外移的风险。 

而竹小家具虽然说暂时还没有出现替代品，也没有出现新的工艺，但庆元竹小家具由于

成本上的劣势非常明显，现在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走低，庆元竹小家具最大的电商公司年销

售额为 3000 万左右，但龙泉的餐餐乐公司，年销售竟然达到了 2亿元。 

综上所述，庆元竹筷行业已经是全军覆没；而竹砧板、竹小家具也早已风光不再，日渐

颓势了。我这么说，不是在唱衰庆元、唱衰庆元竹制品行业，而是希望在客观剖析现状后，

寻找对策。 



其实，只要对竹制品行业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知道，现实的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由

于庆元竹制品企业普遍重资产、高负债运营，加上外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吸引，不少企业

都有了外移的想法。 

我考察过福建资溪，资溪县的领导也多次来到双枪，资溪县政府开出的招商引资条件真

的是非常令人心动： 

1、土地免费供应。 

2、厂房政府代建，可以先租后买，月租金每平方米 3元。 

3、政府协调提供 2000 万的银行信用贷款。 

4、企业缴纳税收的地方所得部分十年内全额返还。 

在座的各位一定会觉得这样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得离谱，优惠得不可思议，但千万不要

觉得不存在，去年大庄就享受了上面的所有条款，征地 200 亩，第一期政府代建的 4.5 万平

方米的标准厂房 2018 年 8月 27 日已经建成并开机生产。 

这五年来，双枪公司自从龙泉新双枪建成之后，庆元当地毛竹利用得很少，在庆元毛竹

不够当地企业使用的年份，这也算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当今天庆元的竹制品行

业已经出现疲态，毛竹因为当地企业消化不了而时有外运福建的时刻，该是双枪回归，该是

双枪带头重整庆元竹制品行业昔日雄风的时刻了。 

我说我经营新天地，每年垫资 100 多万只是为了“传播精英思想，倡导品质生活”，有

人将信将疑；我说双枪虽然在杭州、龙泉有比庆元更大的投资，但双枪的发祥地在庆元、双

枪的根在庆元，未来双枪一定会把最大的加工中心放在庆元，也一样有人将信将疑。 

对双枪、对郑承烈，否定也罢，怀疑也罢。双枪和郑承烈的殷殷爱国情，拳拳赤子心终

归是要释放、要绽放、要安放的。 



1 月 8日，我去了隆宫了解竹产业园的布局和建设方案，也明白了竹产业园的困境和迷

茫；1月 9日，我向蓝书记表达了入住隆宫竹产业园的设想，蓝书记感动于双枪对家乡的情

谊，也非常支持双枪的决定，1月 11 日蓝书记安排招商局方军局长前来双枪进行对接隆宫

区块的建设事宜。3月 14 日下午胡县长带领十几位部门领导亲自考察隆宫区块，并在当天

下午召开协调会议，争取 5月 1



庆元这块宝地，气候宜人、民风淳朴、领导开明，非常适合居住养生，也非常适合经商

创业。我强烈的呼吁每一个庆元人都要把振兴庆元经济作为己任奋力拼搏，勇闯新高。我强

烈呼吁哪些想到外地创业，特别是打算将现有产业转移到外省、外县的企业主能够放眼未来，

从长计议，慎重考虑。我也强烈呼吁各界人士能够善待创业者，善待企业家，对创业者、对

企业家要更加理解、更加包容、更加赏识。 

我是双枪公司的创始人郑承烈，再次感谢蓝书记、胡县长给了我这么一个难得的发言机

会，感谢在座各位的认真聆听！衷心祝愿各位企业家在经济低谷中谋求变革、发现商机，在

未来的日子里收获成功，收获喜悦！也期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家乡庆元的未来能够更加

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