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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坐标平台和托辊等领域的10
多个配件产品 进行研究，最终锁定托辊。

彼时，将华安玉作为辊面材料使用，
在市场上还是空白。没有经验可借鉴，李
朝和召集技术人员研究托辊结构，开发产
品和生产设备。历经 4年努力，成功突破
石材与金属粘接技术瓶颈，开发出以华安
玉为辊面、钢材为轴承的托辊产品，并取
得6项发明专利。

李朝和说：“华安玉具有耐磨、耐酸
碱、耐腐蚀、抗压、抗拉、抗剪、抗渗透强度
高等特性，可以有效规避金属托辊易氧化
生锈、磨损、塌陷或变形的痛点，使用寿命
较传统钢制托辊提升 18 倍，可以有效降
低企业的设备维护成本。”

经过多年的推广运用，九龙璧托辊逐
渐被应用于煤炭、钢铁、电厂、码头及化工
等行业，当前和发制辊公司可年产托辊10
万根，产值约 3000万元。李朝和说，新厂
投用后预计产值最高可达3亿元。

“华安玉分为旱玉和水冲玉，水冲玉
多作为观赏石，而旱玉可加工成任意产
品。华安玉要开拓发展出新局面，就必须
跳出传统思维，多元开发利用。”李朝和深
有感触地说。

企业不断探索新出路，当地政府也在
打造新平台，力推产业集群化、规范化发
展。针对辖区内玉石企业分布零散、管理
不便等实际情况，华安县于 2009 年便着
手规划华安玉产业园建设，然而资金短缺
等多重因素，致使项目进展缓慢。2021
年，华安县委、县政府重启该产业园建
设。项目分两期推进，其中一期占地 450
亩，现已有4家企业进驻。

2023年，华安还出台《华安玉产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修订）》，通过上规纳
统奖励、设备更新补助、电商与展会扶持
等 8 项政策，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市
场竞争力。

从“大块头”走向“小而美”

伴随着锋利的雕刻刀在坚硬的玉石
上一点一点刻出线条，逐渐勾勒出栩栩如
生的人物轮廓……在华安县奇石城的“黄
清池技能大师工作室”内，漳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华安玉雕代表性传承人黄清池
左手紧握石料，右手紧握雕刻刀，全神贯
注雕琢着手中的玉石。

不久前，黄清池的玉雕作品《一叶菩
提》在 2024 年漳州市职工文创设计大赛
中荣获工艺纪念品类一等奖。该作品将
华安玉雕刻出一片树叶的优美形态，无相
佛坐于叶瓣之上，与香道文化相结合，在
袅袅的烟香中独具禅意。这看似小巧的
艺术品，实为香插。这是华安玉石从大气
磅礴的“大块头”走向精致小巧的“小物
件”的生动展现。

“市场淘汰粗放生产，但精品始终稀
缺。现在，华安玉雕风格从重整体的大气
风格，逐渐向重细节的精致风格转变。”20

多年来，黄清池致力于华安玉微雕、巧雕，
为华安玉注入新血液。

黄清池介绍，微雕注重局部改造，通
过巧雕点睛，植入文化创意，赋予玉石

“仁、义、智、勇、洁”等丰富内涵，让玉石有
灵魂。

秉持“文化为魂”的创作理念，黄清池
将花鸟、人物、动物等元素，通过巧妙的构

思和精雕细琢，与玉石融为一体。知了吊
坠，栩栩如生，灵动与生机展现得淋漓尽
致；旗袍造型的香器，则以巧妙的设计勾
勒出女子曼妙的体态……

为推动华安玉从传统大件玉雕向轻
量化文创产品转变，去年 9 月，华安县委
宣传部举办华安玉文创产品征集活动，号
召企业和工艺美术师、手工艺制作者、院
校师生等广泛参与，开发出创意小茶盘、
小茶宠、干泡茶盘、焚香炉等旅游伴手礼。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辖区玉石企业
和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主办方还链接高
校资源，开展专题培训，同时聘请第三方
服务公司设计包装礼盒，并对 100多件入
围作品拍摄宣传图片和视频。

“当前，我县正大力发展‘华安玉+文
创’‘华安玉+文旅’，坚持把文化创意作
为华安玉产业的未来和引爆点，通过文创
赋能，推动华安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重塑华安玉产品形象，努力探索华安
玉转型升级之路，拓宽销售渠道。”华安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林英说。

从“坐等客来”到“云端获客”

“这件九龙璧皮色光滑、质地好、硬度
高，有看上的老铁直接扣 1……”3月 5日

晚 8时许，华安县新圩镇新圩村村民吴全
福在自家门店里，通过手机进行网络直
播，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推介家乡“好物”华
安玉。

“华安玉虽是石玩中的珍品，但藏家
大多来自漳州、厦门和龙岩等地。随着时
间的推移，周边市场日渐饱和，上门的客
人越来越少，日均客流量仅有两三人，成
交量自然少。现在门店的主要收入就靠
直播。”吴全福从事销售华安玉观赏奇石
已超 10 年。在他看来，相比传统线下市
场，电商直播具有面向人群广的优势，华
安玉触网已是当下不可逆转的商业趋势。

2018年，吴全福便通过第三方文玩平
台从云端获客。随着直播的爆火，他迅速
把握时机，投身于直播电商的浪潮中。直
播时，他注重与用户互动，不断优化选品
策略，将华安玉奇石的纹理、寓意与客户
需求精准匹配。平日里，他还将选购华安

玉的流程、保养方法等制作成短视频，不
仅吸引了大量忠实粉丝，也让网友更直观
地领略华安玉的风采。

经过多年努力，吴全福的账号已吸粉
7.2万人，总销量达 2.6万件，让华安玉通
过网络销往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

“通过直播，我们也调整了产品方
向。传统‘石农’大多偏好块头大的华安

玉，一些小的玉石根本瞧不上。殊不知，
这些小的景观石、色彩石、图案石、抽象
石、趣味器物石等可以做微景观、小摆件，
深受网友喜爱。”在吴全福的带动下，李志
辉于 2021 年创建直播间，凭借对市场需
求的洞察，曾将一块形似蝴蝶的小件华安
玉以3.2万元高价售出。

为助力华安玉迈向云端市场，华安依
托农综改项目，在华安奇石文化交流中心
启动农特产品数字化综合项目，打造农特
电商孵化平台和升级室外景观。华丰镇
党委书记邹圭荣介绍，项目均已完工，目
前正与第三方运营公司洽谈合作。电商
孵化中心内设展示厅与直播间，将成为华
安玉等产品的直播展示窗口；而室外景
观，则以华安玉为核心元素，巧妙融入园
林设计中，将打造成华安玉园林景观的示
范基地。

（李妙珠 陈 蕾 黄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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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池作品黄清池作品《《一叶一叶
菩提菩提》（》（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讯 笔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至目前，华安全县已建成75所农村
幸福院（园）。这些农村幸福院
（园）设有养老床位、活动室等功能
区域，可为老人提供食、住、娱等服
务，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一站式”优
质养老服务。

当天，当笔者来到华丰镇银和
村幸福院，就见到宽敞明亮的房
间里，处处是欢声笑语。部分老

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观看一
边讨论着剧情；还有的老人则围
在一起打牌，聊着各种家长里短；
除了宽敞的大厅活动室，幸福院
配有专门的餐厅和各类运动器
材，院内则种满了各种蔬菜。幸
福院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早早来
到这里，为老人们准备早餐，打扫
卫生，组织健身活动。

“我们老人在幸福院这边，被

安排得很舒适，吃住都被照顾得很
好。”银和村老人李珠祥说。

在新圩镇黄枣村幸福园，生活
同样温馨。几位老人在公共活动
室里喝茶，热气袅袅升起，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茶香，为宁静的午后增
添几分惬意。另一边，还有老人颇
有章法地打台球，一杆操作之下，
球缓缓滚进袋中。

（许鹏飞 李郑智军）

华安建成75所农村幸福院

华丰镇银和村幸福院，老人们使用运动器材
放松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