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郏县广阔天地乡位于县城西，曾因毛泽东同
志的亲笔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
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闻名全国，被誉为“中
国知青运动的发源地”。

如今，这个乡所生产的铁锅已成为郏县的另
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广阔天地乡铁锅产业园区以
赵花园村为中心，辐射该乡石庙、苏庄、杨庄、青龙
庙等村，占地3平方公里。现有各类铁锅及其配
套企业60余家，形成了以铁锅及其主要配件——
锅盖、锅边、锅把、涂料等一条龙生产链条，实现了
铁锅原料、配件及包装需求的自给自足。

广阔天地乡铁锅园区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大
的优质铁锅生产基地和销售集散地。这里生产
的铁锅畅销全国各地，“华邦”“美伊厨”“勇利”
“豫花苑”等品牌的铁锅纷纷在大中城市上市，全
国近1/3人口所使用的铁锅出自这里，还出口到
欧美、东南亚等国家。

核心提示

赵花园村：中华铁锅第一村

古有“铁锅铜勺银筷子”
的说法。据了解，铁锅自古以
来就是人类饮食的最重要炊
具。另外，由于特殊工艺，使铸
成的铁锅中含有人体所需要的
多种微量元素，它对人类健康
有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5月初，在郏县广阔天地
乡文化站站长刘家祥的陪同
下，记者来到该乡赵花园村。

据刘家祥介绍，郏县历史
悠久，境内有裴李岗文化、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
和汉文化遗址多处，现保存的
与冶炼铸造相关的行政地名
有铁炉村、团造村、铁匠庄
等。广阔天地乡铁锅铸造传
统技艺以优质生铁为原料，深
层地下水为水剂，所用工具多
为自制铸造，翻砂模型都由传
承人目测手量确定。所产铁
锅铁质细密，没有“榨眼儿”，
不漏水，结实耐用。

赵花园村是一个有200多
户人家、1000多口人的村庄。
但在赵花园村，高耸的高炉和
烟囱总会时不时映入眼帘，还
能看到炊具公司的厂房。这个
村有各类铁锅及其配套企业60
余家，从业人员1万多人，其中不
少人来自省内的上蔡、汤阴、淅
川等地锅业“老字号”的铁锅“世
家”。从业人员月薪平均达三四
千元，高者可达五六千元。赵花
园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铁
锅第一村”。

造锅技术发展革新

当天，在该乡赵花园村生
产铁锅的某炊具有限公司，高
炉里正在熔炼生铁，车间里炉
火升腾，到处都是一片忙碌的
景象。在生产车间，二三十名
工人各司其职，将铁水倒进制
作铁锅的模子里。记者看到，
从模子中溅出的铁水，像星光
般闪耀；刚刚铸出的铁锅，通
体透红冒着热气。

在打磨车间，工人们借助
电动磨具对已经铸成的铁锅
进行打磨，伴随着滋滋的声
音，火星飞溅……

“我已经和铁锅打了近30
年的交道，早已经习惯了这种
环境。”在嘈杂的环境里，一位
穿着工作服，满脸是汗的中年
人为了让记者听清楚他说的
话，特意加大了嗓门。

这位中年人名叫吴得青，
是广阔天地乡赵花园村人，今
年 48 岁。用他的话说，自己
有两种身份，既是这家炊具公
司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在
一线工作的工人。

“赵花园村因制造铁锅而
闻名，但最初传入赵花园村的
却是铸造其他用具的手艺。”
据吴得青介绍，听他的父亲讲
过，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初，
一个外乡老人到赵花园村收
废铁，铸犁铧和烙馍的鏊子。
村里有个叫雷领坡的人拜老
人为师学起了翻砂铸造手艺。

老人去世后，雷领坡成了
大师傅，在赵花园村又带出了
一批小徒弟，慢慢地又从翻铸
犁铧、鏊子转向翻铸铁锅。到
了上世纪 80 年代，在雷领坡
的带领下，一群年轻人在赵花

园村建起了第一家锅厂——
广天锅厂。他们把冶炼出的
铁水倒入砂土做成的模具，然
后打碎砂模，取出锅，再背到
街上去卖。

进入新世纪后，“土专家”
雷乾发明了以铸铁为材料的
硬质模具，填补了我国铁锅模
具的空白，并装配成生产效率
更高的压锅机。有了压锅机，
一个熟练工一天可制成 400
口成品锅。随后，一些掌握了
这一核心技术的人员纷纷另
起“炉灶”。于是，很多新的锅
厂从广天锅厂分出来了。

郏县铁锅是这样炼成的

赵花园村63岁的雷全德
老人是当年广天锅厂第一批
工人，经历了从小学徒到大师
傅的过程。他告诉记者，赵花
园村民间匠人多、手艺高，群
众基础好，村民平时喜欢钻研
铸造小日常用品，以前多生产
农用犁、铁蒸笼、鏊子、铁锅
等，大都是家庭作坊，零星加
工，规模不大。当时人们做铁
锅全靠“眼力”，有时候做锅的
模具一天要更换一两次，产量
也不高。

据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主任祁书奎介绍，郏
县广阔天地乡铁锅铸造传统
技艺，相传起源于明朝初期。
现能记载的时代为清朝晚期，
该技艺当时叫翻砂，制作出的
炊具有用来烙饼的铁鏊子、铁
锅、铁勺等，传统技艺非常笨
拙。其生产流程是这样的：首
先选用优质生铁为原料，深层
地下水为水剂，然后在铸造好
的铁锅炉子上放上备好的细、
滑、比例适中的黄沙土，经刻
制、晾晒成铸造铁锅的锅炉子
的模型；其次把备好的铁原料
放入专用的炼铁炉中，炼制成
铁水，这需要1000摄氏度以上
的高温；再次由专人用铁勺把
铁水倒入铸造铁锅的锅炉子
的模型中；最后经过冷却，使
铁水凝固后，拆卸掉锅炉子
模型，冷却后，再打磨抛光，一
口铁锅就此做成。

现在，铁锅制作也由原来
的传统手工制作发展为现代
流水线作业，几乎所有上规模
的锅厂都使用上了压锅机，生
产效率大大提高。

小铁锅大产业

在采访的过程中，不少铁锅
生产企业的老板说，他们企业的
发展和壮大，离不开郏县县委、
县政府近年来精心的呵护。

目前，郏县有铁锅生产及
配套企业 60 余家，分别成为
美的电磁炉专用铁锅及苏泊
尔公司、爱仕达公司的核心供
应商。同时郏县铁锅业还创
出“华邦”“美伊厨”“勇利”“豫
花苑”等自主品牌，成为全国
炊具市场上响当当的品牌，产
品远销全国 30 多个省市，出
口到欧美、东南亚等国家。

铁锅铸造是郏县的一项
传统优势产业，近年来，郏县
积极转变铁锅产业发展方式，
不断推动铁锅产业升级改造，
郏县编制了铁锅产业长远发
展规划，明确铁锅产业今后发
展方向。规划建设了铁锅产

业集聚区，投入 1000多万元，
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被河南省确定为“省
级厨具产业园”和“省重点产
业集群”，还被命名为“市级铁
锅产业聚集区”。

让传统手艺继续传承

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祁书奎表示，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广天
铁锅的制作由原来的传统手
工制作方法改为机械制作。
原有的手工铁锅小作坊随着
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现在仅
存不到十家，加上传统铁锅铸
造技艺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
长，工作环境较恶劣，劳动强
度大，年轻人中愿意学习的不
多。“传统手艺得以传承和发

展，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特别是年轻人，这样才能有更
好的发展。”对目前的情况，祁
书奎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毕竟是流传了这么久的
一门手艺，应该好好传承下
去。”吴得青说，俗话说，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有手艺吃手
艺，广阔天地乡的很多父老乡
亲通过铁锅富了起来，也走出
去见了世面，从这个角度来
说，更应该加以保护和传承。

让人欣慰的是，早在2010
年，郏县的传统手工铁锅制作
技艺已经进入我市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样可以
有力地促进这门传统手工技
艺在保护中更好地发展，让这
张带有历史印记的名片更加
亮丽。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联姻”一口铁锅“炒热”一个产业

郏县铁锅是这样炼成的！

图五：压锅机旁常年的温度都在 40摄氏度以上，一年四
季工人都靠电风扇消热。图一：工人从炼铁炉中取出泛着红光的铁水。

图二：蒸腾的铁水倒入压锅机的模具中。

图三：压制成型的铁锅。

图四：基本成型的铁锅被小车转运至下道工序。

图七：工人为铁锅进行最后的抛光增亮。

图八：出厂前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图六：铁锅生产车间的环境非常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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