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我不仅把它当作生意，更把它
当作一种文化。蚕丝绸在鲁山历史
悠久，早已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文
化品牌。”上月26日，在鲁山县产业
集聚区附近的鲁山紫燕家纺有限公
司，刘建安一边检查刚刚做好的蚕
丝被，一边笑着说。

外出销售丝绵

今年 50 岁的刘建安家住鲁山
县下汤镇老街村。下汤镇位于山
区，30 多年前，村民几乎家家养柞
蚕，将蚕茧加工成丝绵后出外销
售。耳濡目染，刘建安很小就学会
了丝绵加工技艺。高中毕业后，为
改变家庭贫困面貌，刘建安加入了

“卖绵大军”，跟着村里人出外销售
丝绵。

“最早时都是背着包裹出去卖，
来来往往全靠两条腿，制作铺盖也
全靠手工。”刘建安说，后来他购买
了车辆和打绵机，不但省时省力，也
极大提高了效率。

2008年，刘建安在四川绵阳卖
绵时结识了一家缫丝厂。该缫丝厂
缫丝后留有大量的破茧和薄茧，刘
建安便与该厂达成协议，专门收购
和加工这些弃之不用的破茧和薄
茧，然后利用老家的传统手艺破茧
成丝。随后，刘建安在昆明、成都设
立了商铺，从单独出外销售到专门
从事丝绵批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鲁山素有“柞蚕之乡”的美誉，
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最能代表
鲁山丝绵特色的是下汤的温泉丝
绵。“温泉丝绵是利用自然温泉水将
茧腐熟，然后从中抽丝，制作出的丝
绵色泽洁白、厚薄均匀、质地柔韧，
深受消费者好评。”刘建安说，随着
时代变迁，养蚕人逐渐减少，温泉丝
绵早已成为历史。刘建安萌生了返
乡创业的念头，想把下汤温泉丝绵
重新发展起来，打造属于自己的蚕
丝绸品牌。

传承丝绸文化

刘建安返乡创业的想法遭到了
妻子袁艳的反对。“那时我们生意已
经做稳了，收入也相当不错，回家操
这份心干啥？”回想当初返乡创业时
的情景，袁艳说，丈夫性格耿直，认
准的事儿从不轻易放弃。事实证
明，丈夫的决定是对的，带动村民一
起致富，同样也是她的愿望。

2015年，在卖绵路上摸爬滚打
了 20多年的刘建安回到了鲁山老
家，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温泉丝绵制
作技艺的挖掘和传承上。

温泉丝绵制作纯属手工技艺，
首先将蚕茧放入适当温度的温泉水
中浸泡、腐熟，然后进行剥茧、拉扯、
漂洗、晾晒等，工序繁杂，步骤环环相
扣。为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好这一传
统技艺，2016年，刘建安注册成立了
鲁山紫燕家纺有限公司，并将传统技
艺与现代纺织技术相结合，制作丝绵
类被子、枕头、丝巾、服饰等。

得益于鲁山丝绸的名望，刘建
安的产品一上市便受到了消费者追
捧，公司发展快速，吸纳附近数十人
前来务工。2017年，刘建安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力量，成功注册了“八
蚕”品牌。

刘建安的做法也得到了上级主
管部门的认可，2019年10月，他的温
泉丝绵制作技艺被该县政府评定为

“鲁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其本人也被评为“鲁山绸织作
技艺传承人”“温泉丝绵制作技艺传
承人”。去年 3 月，市商务局授予

“八蚕”“平顶山老字号”称号。同年
7月，该公司被鲁山县委宣传部授予

“鲁山县特色文化基地”荣誉。
靠着丝绵加工和销售，刘建安

盖了楼房、购买了汽车，又在鲁山县
城购买了房屋，日子幸福极了。问
及未来，他说，他要在丝绸加工和销
售的路上一直走下去，争取把事业
做大做强，把家乡的丝绸文化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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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上月27日上午，位于郏县县城
姚期路中段的河南爱唯一婚庆传媒
有限公司内，刘占强的电话一直响
个不停。“年底了，婚庆业务越来越
多，文艺演出也进入旺季。”43岁的
刘占强笑着说，靠着婚庆礼仪和文
艺演出，他家现在的日子过得比蜜
还甜。

背着吉他去闯荡

刘占强家住郏县龙山街道迎宾
街社区，在5个兄妹中排行老四。刘
家家庭条件差，7口人挤在3间土瓦
房里。虽然贫困，但刘占强对生活
充满了热情，痴迷地追求着自己的
音乐梦想。

2004 年 4 月，26 岁的刘占强背
着一把吉他来到了山东省淄博市闯
荡，每晚在夜市上演奏卖艺，顾客花
5元钱即可点唱3首歌曲。他的歌喉
富有磁性，吉他弹得娴熟，其间，一
名女顾客被他的歌声打动，不仅一
次给了他100元演唱费，还推荐他参
加当地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赛。结
果，他以一首《新打工谣》获得优秀
奖。在一个月里，他靠卖艺挣了
3000多元。

随后，刘占强又来到广州宝安
区，在繁华都市的酒吧里当歌手，还
跟随当地的歌舞团进行文艺演出。

2005年春，27岁的刘占强和郏
县龙山街道南街社区女青年王风伟
结为夫妻。

艺术演出成就小康梦

婚后，刘占强筹资购买了音响、
灯具等设备，成立了8人参与的占强
演艺队。夫妻俩白天在县城卖米
线，晚上应邀外出演出。一个月下
来，每名演员的收入都在千元以上。

2011 年至 2013 年，刘占强在妻
子的支持下，先后前去北京爱唯一
司仪学校、北京中华盛世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参加业务培训，提升了婚

礼主持、策划水平，取得了婚礼主持
人职业资格证书。随后，刘占强夫
妇成立了河南爱唯一婚庆传媒有限
公司。在开展婚庆礼仪服务的同
时，文艺演出之路也越走越远。当
初的小木舞台更新为大型车载舞
台，演员队伍发展到16人，演出节目
也拓展到歌曲、舞蹈、二人转、小品、
杂技等，演出的脚步遍布郏县、鲁
山、宝丰、叶县、汝州等地。

靠着婚庆和外出演出业务，刘
占强的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2008年他拆除老屋，盖起了漂
亮宽敞的两层楼房，室内装修时尚
典雅，夫妇俩还有了各自的小轿
车。他们正读初中的二女儿不仅学
业优秀，艺术演出水平也是响当当
的，成为校园里的一颗艺术新星。

如今，刘占强公司的演员增加
到30人，每年从事文艺演出近百场，
婚礼主持 50 多场，演员月收入在
3000元至4500元之间。

致富不忘回报社会

创业成功后，刘占强夫妇不忘
回报社会。2012年以来，刘占强夫
妇先后来到郏县堂街镇圈李小学、
安良镇高门垌村、郏县第二高级中
学等地，为 100多名困境学生、老人
送去学习用品和大米、食用油、棉被
等生活用品。2017年，夫妻俩自掏腰
包举办了郏县首届春节联欢晚会。
2019年春节前夕，他们在郏县会议中
心举办爱唯一大型公益演出，现场资
助了 30个困境家庭和 20名困境学
生。上月21日晚，刘占强夫妇带领
演出团队来到郏县白庙乡大郭庄村
进行了3个小时的公益演出，并为该
村的郭占文、郭仁义等5个困境家庭
送去了食用油和面粉。

“从草根艺人成长为婚庆传媒
公司的总经理，刘占强不仅自己过
上了幸福生活，还为乡村振兴作出
了很大贡献，是创业青年的学习榜
样！”郏县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龚琳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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