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采宫”里琳琅满目的珍品、AI智能
化大数据、地毯大师们的创作室等，让业
界大咖们频频颔首称赞。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地毯专业委员会
顾问杜仑山表示，崔黄口镇党委、政府建
设“织采宫”，有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难
能可贵，这是全国地毯行业梦寐以求的。
“织采为文，其价如金”，“织采宫”作为国
内首个专业的地毯文化展览馆，打造了产
业文化和人才培养的传承阵地，构建了高
水平国际合作新平台。

79岁高龄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崔学
山激动地说：“崔黄口镇党委、政府建‘织
采宫’，这是几辈地毯人一直想做，却一直
也没有做成的事，相信这个展馆一定能做
成、做好。”

欧盟中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关村科技
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董华春盛赞道：“崔黄
口镇党委、政府以‘织采宫’线下展馆和线
上系统为平台，持续优化地毯产业发展环
境，着力推动地毯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
展，非常具有战略眼光。”董华春认为，“织
采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创新型示范样板工程，体现了三个赋
能：一是数字科技赋能地毯产业创新发
展。展览馆采用行业领先的数字展览展
示技术，建设沉浸式体验的虚拟数字展
厅，创建地毯产业元宇宙，训练使用行业
大模型助力产业主体和消费者的互动及
合作。二是金融资本赋能地毯产业加速
发展。三是政府政策赋能当地地毯民营
经济壮大发展。

专家在盛赞“织采宫”的同时，也对今
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具体包括：主动对接天津市自由贸易
区、保税区以及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的创新制
度和政策，研究推动跨境电商外贸模式，争
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项目，谋划布局与
海外仓及现有海外仓合作，吸引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落地崔黄口；举办保税展示、保税拍
卖等新型展销活动；探索打造我国首家地毯
交易所，使其成为地毯进出口贸易中心、采购
市场和旅游购物试点；争取国家在智能制造
等领域试点政策支持，使崔黄口成为地毯产
业政策创新试验高地；多方联动，联合组建
专业化地毯产业基金；“织采宫”与职工院校
合作，共同开设专业课题，培养专业人才等。

地毯，作为古老的传统手工纺织品，
历史久远,文化灿烂。进入二十一世纪，
地毯产业发展前景更加广阔，消费市场逐

步扩大，发展潜力巨大。
——权威部门统计,截至2022年,全球

地毯行业市场规模约为425亿美元，消费
量约为36.66亿平方米。我国地毯行业市
场规模约为304.46亿元。
——权威部门发布中国室内地毯行

业市场规模发展前景：2023年将上升至
20864.6亿元，2024年将上升至22942.1亿
元，2025年将上升至25164.3亿元。

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党委书记张
宏瑛说：“乡镇是抓发展、稳增长的最前
沿，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施主
体，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
委要求，在武清区委、区政府直接领导下，
立足新时代，主动作为，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积极探索。”

■ 镇党委书记张宏瑛（左一）向来宾介绍“织采宫”总体情况

在“织采宫”一层,特设了一个现代精
美工艺品制作指导工坊。一位专家正现场
向当地妇女讲解手工编织时尚小型配件地
毯的技艺，引得很多参观者拍照和录像，转
发朋友圈，“圈粉”无数。
在“织采宫”二层，设有一架传统手工

地毯编织机梁，已有百年历史。两位中年
妇女向参观者现场演示高档地毯手工编织
技艺，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现场拍照，不少人
还现场跟两位织女学习编织。
崔黄口是地毯之乡，企业达到1200多

家，大型企业达到20多家，地毯产业已成
为该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为使其
更好地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进
一步促进“产城乡”融合发展，镇党委、政府
将积极发挥“织采宫”展馆孵化器作用，催
生更多优质地毯企业，延长地毯产业链条，
促进一、二、三产业更好地融合发展。
“织采宫”通过开发地毯文创周边衍生

产品等活动，创造出一个新的消费地标和
网红打卡地，拉动地毯及相关文化衍生产
品以及周边文旅服务，吸引更多的专业人
士和游客加速向崔黄口聚集，带动餐饮、住
宿等服务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很多业界专家学者认为，“织采宫”的

建成，体现了地域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鲜
明文化特征，必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地毯
文旅融合发展、打造非遗文化传承和传统
技艺精品旅游路线的重要节点。

借助“织采宫”平台，该镇将配套采取
多项措施积极吸纳专业人士、游客、产业工
人等前来，形成强大的人流、资金流，汇聚
人气、财气。将崔黄口镇建成一个世界级
的地毯之城，是该镇的发展目标，他们也正
在向义乌小商品城学习发展之道。

借助蓬勃发展的地毯产业，崔黄口镇
还将把该镇的“新十景”+“两游线”推向国
内外，打造“三面田园四水连，一方名镇半座
塘”的新城镇名片。同时，积极采取以工补
农等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从而真正实现
“产城乡”融合发展，迈向共同富裕。一年一
度的“双11”即将到来，该镇地毯订单量激
增，全镇2.5万名从业人员正在抓紧生产。

促“ ”融合发展 编织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必须坚定历史
自信、文化自信”“不断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走进“织采宫”2000
平方米的两层展厅，如同
进入一个梦幻般的地毯
大世界，到处都是浓浓的
文化艺术元素。一层展
示了人类地毯发展史和
各时期地毯代表作品；二层展示了地毯的多
样性、地域性和地毯编织者的工匠精神，划
分为匠心工坊、经典类式、毯艺无界、地域风
格和如意馆五大单元。凭借详实的史料、丰
富的展品及多样化的实用功能等，“织采宫”
成为国际地毯文化展馆，名不虚传！

作为一个大型顶尖的专业文化展馆，
“织采宫”首先收集、抢救中国优秀地毯纹
样和古毯，使之成为全国大型的、颇具影
响力的地毯藏品库。经过不懈努力，已收
藏展示了很多珍贵的地毯纹样史料和上
百块中国古毯珍品，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织采宫”特意设立了中国地毯图样（纹

样）基因库，专门收集、研究中国地毯纹样基
因，然后将通过科技手段对纹样基因进行智
能化分类，根据市场需求，为企业匹配合适
的图样，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接下来，该镇还将借助“织采宫”和国
内外专业公司合作，积极发挥中华地毯纹
样基因库资源优势，推动地毯产业数字化
赋能，将植物染色、古毯修复、宫毯复制、
国内外产品汇聚营销为特色的“大师工作
坊”作为重点，进一步做强产业链。

天津卡米特纺织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邢
凤奎指着展馆里的一块《匠心织毯图》介绍，
这块地毯图案展示了我国传统手工地毯的
制作工艺，有漂洗、印染、手工编织等环节，
传播了中国地毯文化，图案非常生动传神，
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售价也非常高。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几年来，崔黄口地毯企业正在全力恢复

壮大中国传统地毯规模，利用地毯向世界讲
述中国故事。随着“织采宫”的建成开馆，崔
黄口地毯人将会更好地打造中国地毯IP，通
过地毯向海外广泛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
讲，为各方坚守合作初心，牢记发展使命，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凝聚了信心和力量，为共同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正能量。

在“织采宫”二层,展出了多件国外地
毯珍品，其中一件长条形米黄色的地毯吸
引了很多人驻足观赏。这是一件来自“一
带一路”国家生产的地毯，颜色鲜艳、款式
新颖，展现了当地的特色文化。

崔黄口镇副镇长龚建兴介绍，展出这
些国外地毯就是让本地企业充分了解世界
不同国家的地毯文化和特色，促进文化交
流，更好地满足国外市场需求。接下来，崔
黄口镇将以“织采宫”为平台,举办一系列
的国际地毯产业和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与
“一带一路”相关沿线国
家的贸易畅通和民心
相通。以“织采宫”
为窗口，吸引更多
国内外客商，畅
通“地毯丝路”，
更好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鼓励
更多地毯行业人士加
入到以“地毯”为主题
的区域合作大格局中来。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共建“ ”

■ 半山染织创始人刘臻女士

现场演示“小织机”工艺

在“织采宫”展厅一层，有一块精彩绝
伦的壁毯，它就是我国送给联合国的国礼
“长城”壁毯，它就出自天津地毯二厂，这里
就有崔黄口地毯匠人的功劳。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地毯佳作频现，世
人瞩目。除去我国政府赠送给联合国的“长
城”壁毯以外，还有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五
谷丰登”大地毯，天津厅的“津湾广场”壁毯，首
次获得箂比锡博览会金奖的“龙戏珠”地毯，
代表我国赠送给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艺
术壁挂“源”，以及天津周邓纪念馆特大型壁
毯“海阔云舒”、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九龙”
壁毯、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的“满铺地毯”等。

工作人员介绍，展出这些珍品，旨在宣传
推介中国（天津）的精湛地毯工艺，扩大在国
际市场的美誉度。同时鼓励本地地毯企业苦
练内功，打造精品，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织
采宫”将积极发挥地毯产业助推器的作用。

崔黄口镇地毯商会负责人刘福利介
绍，最近几年来，该镇地毯取得了很大
成就，品种丰富多彩，有机织地毯、数
码印花地毯、仿皮毛地毯和机织高毛
地毯等产品，同时崛起几十家大型骨干
地毯企业，有以机织技术为主要特色的丗
朗地毯、以3D打印技术为主要特色的凯利
地毯、以传统地毯为主要特色的卡米特地
毯等。着眼未来发展，崔黄口地毯人还不
能盲目自信,急需打造精品，树立品牌，继
续壮大地毯产业。

创新永无止境，榜样引领未来。
从今年第134届广交会上传来喜讯：

崔黄口镇雅文地毯公司设计的《循环》地
毯，荣获广交会设计创新奖CF暨可持续发
展奖。该地毯采用环保的回收材料，由环
保节能的电磁震荡形成动力控制刀片剪出
纹样，图案由多个圆圈环环相扣，将循环共
生的主题理念融合于材料及图案中，以全
新的设计方式演绎出时尚风格。

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将采取以下措
施打造地毯产业助推器，树立产业高质量
发展样板。
——“织采宫”设立创作室和产教学研

基地，定期邀请国内地毯大师前来指导，从
多方面帮助地毯企业设计研发适销对路的
地毯精品，提档升级。
——“织采宫”定期举办专业论坛、讲座和

交流活动，传播业界前沿最新发展动向，传播最
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帮助企业开阔视野。
——“织采宫”定期举办地毯设计大

赛、地毯流行趋势发布活动；与国内外著名
文创企业开展合作，对精品藏品和大师作
品进行复刻和拍卖。
——“织采宫”定期举办进出口展销

会、定货会、交易会等活动，吸引国内外客
商云集崔黄口。
——“织采宫”将建立跨境电商交易平

台，利用网红直播等提高崔黄口地毯国际
影响力。

打造 助推器 树产业高质量发展样板

这是国内首个以地毯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展馆。

这是一个藏品丰富、史料详实，展现世界

地毯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型专业展馆！

这个展览馆名叫：“织采宫——崔黄口镇

国际地毯文化展览馆”（以下简称“织采宫”），

坐落在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由镇党委、镇

政府汇聚地毯界内外人士的共同智慧倾心打

造，2023年10月29日正式建成开馆。

崔黄口镇是驰名中外的地毯之乡，是世界地

毯三大产业聚焦区之一。日前，该镇20多家企业

参加了今年第134届广交会，富有特色的优质地

毯，引来国外众多买家，现场签订意向合同订单达

到1200多万美元。地毯已成为全镇百姓的主要收

入来源，紧贴民生所需，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国际专

业文化展馆，以产业文化促进产业振兴。崔黄口

党委、政府审时度势，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创建成

了“织采宫”，获得了企业和业内专家的一致好评。

创建“织采宫”，是向世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时代要求，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走

深走实行动的重要体现，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的具体举措，是助力天津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的需要，也是振兴地毯产业的制胜招法。

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党委书记张宏瑛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

响力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积极发挥‘织采宫’窗口、平台、载体作

用,通过地毯，向世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以地毯为媒，促进天津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主动融

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创意设计、产业

文化、产业制造等领域寻求京津冀合作，推动形

成地毯产业和地毯文化产业的京津冀协同发

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全方位振兴

地毯产业，使之更好地成为乡村振兴致富产

业。奋力推进天津市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

武清区委‘3+1+1’工作思路落地落实！”

张宏瑛介绍，“织采宫”将扮演好地毯产业国

际艺术馆、产教研学基地、国际电商交易平台和

产业创新加速器的四个角色，推动传统地毯产业

守正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

展,促进“产、城、乡”融合发展，迈向共同富裕。

■“织采宫”吸引众多业界人士

：干了几辈地毯人想做却未做成的事

■ 地毯专家崔学山（右）和当地企业家

邢凤奎（左）观赏古毯

“织采宫”里 织“彩锦”
武清区崔黄口镇创建国际地毯文化展览馆以产业文化促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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