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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福村位于晋江市池店镇中部，泉安路以东、凤池路以
南。两条直通泉州的晋北交通要道，对古福村呈半包裹之
势。虽然自古农业资源稀少，但古福村也尽得交通之利。

据记载，古福村最早是许氏聚居地，因为居民户数大约是
“一甲”，故名“许甲”。后来，村民根据闽南语的谐音，将“许
甲”雅化改为“古福”。这个村名，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地名信
息，还寓意着村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说起古福村的家具市场，还得从一只木桶说起。
农耕年代，木桶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业劳作离不开的物

件。勤劳的古福人长久以来便有制作木桶的传统，村里也有
一批木匠师傅，他们买来各色木材，打造出洗脸的木盆、浇地
的木桶、养鸡的木槽、屯粮的粮桶，然后，挑着担子到泉州各地
区去售卖和修补木桶。

采访一开始，古福村党支部书记杨志东就拿来两只木桶
向记者展示。这是两只刷清漆的纯色小圆木桶，每只木桶由
十余片窄长木板围合而成，板与板间接缝严实，桶腰箍扎着一
圈竹篾，木桶轻巧密实，滴水不漏，任谁看了都要感叹一句“技
艺精湛”。

很长时间以来，制作和修补木桶，就是古福村民的主要营
生。

“上世纪80年代初，塑料桶出现，村里的木桶瞬间就没了
销路。”杨志东回忆，与轻便耐用的塑料桶相比，笨重的木桶
自然被市场摒弃，村里的木匠也渐渐放下了手中的工具。

但被改革开放浪潮拍醒的古福人，并没有沉沦于木桶市
场的没落中，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商机。

至今，杨志东等年长的村民回忆起第一把折叠椅走进古
福村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当时，技艺精湛的木匠将铁管、螺
丝与蝴蝶铰链等构件嫁接到木板上，由此催生了古福村第一
代“爆款”家具：便携、结实、价格亲民的折叠桌、折叠椅。

“古福村只是一个 200来户、不足千人的小村，鼎盛时期
有七八十户人家日夜赶工制作折叠桌椅。每天，村里能听到
大货车和机床的轰鸣声。”杨志东回忆。当年，不出木材、不产
铁件的古福村，却俨然是折叠桌椅生产专业村。村民从外地
购进原材料，有的专门生产桌面椅面板材，有的专门制作铁艺
构件，铁管、螺丝、铰链等，一张简简单单的折叠桌椅，自然而
然就把全村切分出若干个生产专业户，大家分工协作，共奔前
程。每天，一辆辆满载折叠桌椅的大货车驶出古福，驶上泉安
路，驶向全省，乃至全国。

虽然折叠桌椅畅销全国，但古福村民并没有停止创新的
步伐，他们在木质折叠椅的基础上，先后造出了钢折叠椅、软
织布折叠椅、皮革面折叠椅等产品。持续的创新和过硬的质
量，让古福折叠椅在市场上赢得全国客商一片喝彩，在数次全
国性展销会上大放异彩，产品甚至远渡重洋。

正是在这期间，古福村的舒华、菲莉、冠达星等一批后来
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通过折叠桌椅这一单品实现了企业大
跨步发展。杨志东不无自豪地说，“现在菲莉一年还要生产几
百万张折叠椅，全部都出口美国。”

缘于一只木桶、从一把折叠椅起步的草根市场，经历过辉
煌，也走到了转型阵痛的关键时刻——

古福村:从无到有的家具卖场传奇
本报记者 曾舟萍 钱健铭 陈巧玲 实习生 王思健

今年是晋江市科技特派员、海西纺织
新材料工业技术晋江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首席专家王忠宝来到晋江的第11年。这
些年，他见证了海西地区纺织服装产业的
变革与发展。近年来，服装企业的同质化
竞争，倒逼不少纺织企业“向内卷”。这一
背景下，越来越多纺织企业“卷”起面料的
功能与设计，越来越多注重研发的企业寻
求与专业院所的深度合作。福建凤竹纺
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与凤竹纺织的配合中，摸索
出了三种合作方式，通过一个个项目的潜
心攻关，实现了与企业的双向共赢。”王忠
宝告诉记者，他自主研发并采用凉感纤维
产品、锦涤皮蕊纤维、莱赛尔纤维等一系
列新型纤维材料，增强了凤竹公司产品的
功能性、新颖性、差别化，使其产品系列更
加多样化、竞争能力提升。

在双方的合作中，依托中国纺织科学
研究院在化纤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是重

要一环。
“我们与凤竹纺织于2023年启动的莱

塞尔纤维在针织面料产品应用技术研究
项目，便得益于总院在新型莱赛尔纤维材
料研发方面的力量支持。我们在利用新
型原材料和染整加工环节进行技术叠加
和改进，如莱赛尔拉毛起绒针织帽衫面料
替代涤棉拉毛起绒针织帽衫面料，极大改
善了面料掉毛率、抗静电能力，降低了纤
维材料的损耗率，既提高了面料的产品质
量和性能，又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
了产品竞争力。另外，我们采用中国纺织
科学研究院最新研发的‘优赛尔纤维’与
保暖聚酯纤维进行‘五明治’结构设计生
产新型保暖面料，充分发挥‘优赛尔纤维’
的防原纤化自带功能，与自主研发的聚酯
保暖纤维材料相结合，使凤竹公司‘五明
治’针织面料系列新增多功能产品。”王忠
宝告诉记者。

莱赛尔纤维被称为“21世纪的绿色

纤维”，对世界纤维行业具有革命性意
义。中纺院对标国际巨头奥地利兰精公
司，追赶其在市场上垄断15年之久的“天
丝”产品，不仅实现技术自主创新，填补国
内技术空白；同时，其产品价格比兰精公
司同类性能莱赛尔纤维便宜近30%，可大
幅度降低凤竹公司生产成本。科技特派
员团队还研制出以莱赛尔为主要成分的
多组分精梳混纺纱线及其面料和高档 T
恤、衬衫服装产品。面料属于高端功能性
纺织品，产品附加值高，解决高档面料的
原料成分单一而造成的服用性能单一问
题，大幅度提升纱线及面料产品的品质，
对于增强服装产品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

除了依托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技术
优势，王忠宝及其团队还主动经常向凤
竹纺织提出设想。以生物基聚乳酸复合
纤维为例，这是一款以玉米为原料的产
品，具有手感柔软、光泽度高、弹性好、优

良吸湿速干的功能，抗菌率达 99%，不添
加化学剂，适用于儿童服装、床上用品。
王忠宝和团队联合凤竹公司成立专项小
组立项攻关，目前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
展，自主开发出具有优良弹性回复功能
的聚乳酸复合长丝纤维 2种、聚乳酸多
功能针织面料 6 款，正在进行市场推
销。另外，该技术团队与凤竹公司技术
团队针对运动品牌夏季运动 T恤需求高
凉感功能面料，采用“锦纶+聚乙烯+超
热导粉体”复合基技术模式，研制出了具
有超高凉感性能的复合长丝，其凉感值
更达到 0.28（国标为 0.15），可耐加工极
限温度为 200℃。该面料打破了以往凉
感面料依靠面料后整理添加凉感整理助
剂，面料凉感值低、耐洗性差的技术难
题，实现了面料永久性超凉感功能，赢得
了运动品牌客户的青睐。“联合研发+自
主创新+实现共赢+推进产业技术进步”
成为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促进产业发

展的新路径。
急企业所急，王忠宝及其研发团队帮

助企业充分掌握新材料的应用特性和生
产工艺控制要点，对于首批投入打样或生
产的产品，团队主动加班加点现场跟踪检
查、调试，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摸清一手
原始数据资料，分析改进生产工艺参数，

全面准确把控攻关工作。累计召开工作
联系会 12次、深入车间加班加点 80余人
次、获得相关科研有效数据 400多个、攻
克技术难点7项。同时，王忠宝及其研发
团队组织技术攻关和技术疑难解答，使企
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有效提升，也得到了企
业的一致好评。

王忠宝：三维发力 与企业“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施珊妹 董严军

科技特派员王忠宝（左）在实验室与同事交流。

一个村，一条千米街，自发形成汇集30多家大大小小的家具卖场——这个村叫古福村，在晋江池店镇。
走进古福村，就能闻到空气中淡淡的木屑香。这气息，来自上世纪70年代古福老匠人手中一只只浑圆的

木桶。曾几何时，古福人挑担叫卖、修复木桶的身影，曾出现在泉州大小乡野。上世纪80年代，古福老匠人的
巧思“撞”上铁件，催生了席卷全国的折叠桌椅。小小古福，悄然织就一张密度惊人的折叠桌椅产业链网。

时光流转，当清晨的阳光洒在古福家具一条街时，卷帘门依次拉起，露出的已不再是昔日堆积的折叠桌
椅，而是各式现代家具的优雅弧线、头等舱沙发的现代简约设计。数十个国际国内家居品牌入驻其中，现代大
型家居卖场的体验即视感扑面而来。

近日，记者走进古福村，探访这个历经四十载光阴、昔日“叮当作响”的折叠桌椅王国，眼下正在经历着的
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

然而，自2020年前后起，古福家具中
心遭受了来自市场和电商的双重冲击。

采访正值工作日，时至中午，记者在
古福家具市场内逛了几百米，前来购买家
具的顾客寥寥无几。随机走进几家卖场，
也是只见店员、难见买家。有些店内，成
堆的家具配件直接堆放在展厅里，并不担
心影响前来挑选的顾客，因为“没人”。

“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从2019年开
始确实生意日益下滑，很多卖场把营业场
所从 7层楼缩减至 5层楼，甚至缩减到 3
层楼。”杨志东坦言。

在杨志东看来，电商低价冲击、房地
产需求降温是古福家具市场式微最主要
的原因，很多家具电商采取低价策略，但
是门店的售后保修等成本却无法压缩。
为了“活下去”，许多卖场退守为“夫妻店”：
妻子看店，丈夫身兼送货员与安装工。

其实，依赖“自然生长”的古福模式将
走下坡路，古福村早有预料。村中曾两度
力推家具行业协会成立，以期所有商家抱
团取暖，但却因种种原因而两度“难产”。

虽然行业低迷，但古福家具市场的草
根韧性并未泯灭。近期，诚盛家具逆势将
卖场扩张至1.8万平方米，在引入芝华士、

左右等国内多家知名家具品牌的基础上，
再次引进其他家具品牌，将卖场打造成专
业家居体验馆。

“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迎难而上。现
在的转变就是从低端销售向品牌化、体验
式服务的艰难跃迁。”诚盛卖场负责人带着
记者在偌大的家具展厅中参观。他说：“以
前的顾客看东西便宜就行，觉得好看就买；
现在则更想要感受品质和服务。古福的家
具市场到了必须换个活法的时候。”

可喜的是，古福家具市场的痛与变，
池店镇党委政府都看在眼里。池店镇为
古福村制定了“焕新前行”计划。一方面，
鼓励古福村有条件的家具企业积极参与

“国补”活动，推动家居消费市场的升级，
让消费者在获得实实在在优惠的同时，加
快企业自身“换血”“供血”；另一方面，鼓
励古福村积极搭建产业合作平台，30多
家家具卖场紧密“捆绑”共同发力，实现共
享共进共赢。

40多年弹指一挥，古福村家具市场发
展的年轮里，镌刻着晋江人“敢拼会赢”的
血性，也刻满了“草根”最真实的纹路：这个

“从无到有”的家具传奇，仍在时代浪潮中
倔强延伸——它的未来故事，远未到终章。

古福村折叠桌椅的销量“狂飙”，也将
古福人的视野推向更广阔的世界。

1989年，村中能人张维春在将折叠椅
运送至广东售卖时，偶然嗅到了更大的商
机。“当时广东有很多家具，我在晋江见都
没有见过，就想着‘为什么不买些回去，看
看能不能卖出去’。”说干就干，张维春押
上全部身家，花了三万多元，将一车玻璃
茶几从湛江颠簸了24小时运回了古福村。

回到晋江后，张维春便以薄利将茶几
批发出去。不料，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在
张维春的带动下，古福家具售卖的热潮瞬
间被点燃。古福人纷纷到广州、湛江、顺
德等地批发各种小家具回来，以村为中心
往泉州和晋江各镇批发。

“当时，泉州、晋江没有大型家具卖场，
每家店两三天就要批发走一车家具。”在张
维春的记忆中，当年的家具批发的节奏是
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的。他一个月至少跑
三趟广州，24小时押车返回晋江，其间除吃
饭外几乎不停歇，只想尽快把货运到晋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茶几等小件家

具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时，由古福家具
卖场老板组成的家具采购团，开始穿梭于广
州、深圳等家具展。深谙市场需求的老板们
在家具展上看、选、买，将沙发、床、柜等大件、
时新的家具，搬回晋江售卖。

随着市场不断做大，古福家具聚集效应
开始放大。镇村两级因势利导，于1994年规
划建成古福工业区，即沿村主干道两侧规划
了几十幢家具卖场，每幢占地面积430平方
米，每处卖场均由村民自行投资建设。就这
样，这个并不出产一片木材一个螺丝的晋江
小村庄，自发形成了一个由三十多家家具卖
场连缀而成的“古福家具市场”，并一跃成为
晋江乃至泉州的“家具中心”，继续着其“疯狂
且辉煌”的生长之路。

巅峰时期，古福家具市场的年销售额
可轻松过亿。不仅泉州地区的顾客会自
发来选购批发家具，厦门、福州等地也有
客商来古福购买批发家具，古福家具甚至
随着古福人的脚步远涉菲律宾、南非等
国。“可以说，当年古福家具市场名动全
省。”杨志东说。

家具专业市场的蓬勃生长

转型阵痛与韧性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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