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胡毓芳的采访，选在了震泽的蚕桑
园。

胡毓芳，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全国城乡妇女岗位
建功先进个人、全国杰出创业女性、江苏
最美巾帼人物、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标兵、
江苏省“巾帼建功”标兵、江苏省青年创业
致富带头人、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蚕桑园里，各路参观者络绎不绝。在
展示厅，可以看到从一龄到五龄的蚕宝
宝，据称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蚕
宝宝的一生。在创客工坊，有各种与蚕茧
有关的商品，如蚕茧做成的花、画……在
工坊找了两把椅子坐下，胡毓芳开始讲述
她的故事。

“匠心铺就丝路，创新成就传统”，她
用这两句话来概括自己。

“为什么要用匠心做丝绸？我想这跟
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班主任给我的评语是反应迟钝，说我上课
不发言。这个刺激了我，为了上课时能发
言，我就开始预习。其实我很感谢老师当
初的评语，让我练就了笨鸟先飞的习惯，
考初中时我是班上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进
的，但到了初三时，我的成绩就在前列
了。”胡毓芳说，这么多年她习惯了用匠
心读书，用匠心工作，用匠心当老师，用
匠心做丝绸。

2002年，胡毓芳辞掉了小学老师的
工作，揣着7万元钱，租了个废弃的厂
房，买了几台二手的缝纫机，从村里找了
4位大婶，下海经商创办太湖雪。很多人
问，一个小学老师为什么去做丝绸呢？她
说：“我是标准的村里的姑娘叫小芳。出
生那天，我爸爸扛着一条被子要去镇上，
我奶奶把他追回来。因为家里只有两床被
子，一床在养蚕房，我妈妈估计快要生
了，他拿走就没被子了。后来我跟我妈开
玩笑说，怪不得让我做被子，现在让你盖
不完的被子。所以我想这是不是一种传
承？你看我奶奶养蚕，我妈妈养蚕，然后
我差点生在养蚕房。”

2009年，胡毓芳在苏州开了第一家
旗舰店。“我把赚来的第一桶金都拿去做
广告了，我要让外地人知道苏州除了有碧

螺春还有蚕丝被。所以我老公老说我爱折
腾，办公室不停搬，我说折腾就是不断创
新的过程，搬办公室不是说明我在成长
吗？”胡毓芳说。

在她看来，丝绸是传统行业，仅凭这
份匠心，仅凭这份痴心是没有办法让传统
产业走得更远，所以一定要用创新来成就
传统的丝绸业。如何行走新时代背景下的
蚕桑之路？她用实践进行了回答。

传统工艺生产的蚕丝被有两大先天性
弱点：一是容易板结发硬，二是使用时间
长后丝绵容易移位、糅合和变形。这两大
弱点，一直限制着消费者的需求，也卡住
了蚕丝被产业发展的“脖子”。胡毓芳再
次四处取经，寻找解决良方。通过近一年
努力，她成功开创“蚕丝被全过程无污染
手工拉网”制被新工艺，让一条蚕丝被在经
历20720颗春茧36道工序69天耗时32
层铺叠90针定位10道质检后，更蓬松、保
暖、耐用、环保；和苏大蚕桑研究所合作研
发“可水洗蚕丝凉被”，一举克服了传统蚕
丝被不能水洗的难题；与苏大共建苏州蚕
丝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开展丝绸产品的
生态加工技术研究、功能性蚕丝及产品的
加工技术研究。为了把蚕丝被做得更好，胡
毓芳还不断改进生产，注入新技术，发明了
伸缩式拉绵台、标准定位扣，让工人无需用
尺丈量，就能精准拉出相应尺寸的被子，生
产效率提升了10%。如今，这两项发明，已
经在震泽蚕丝被企业中普及运用。

2016年，太湖雪蚕桑科技文化园开
园，又彻底颠覆了传统丝绸的商业模式。
市民和游客不仅能在这里观赏到太湖流域
悠久的养蚕历史、蚕的一生、制丝工艺、
拉绵制被、扎染刺绣以及丝品展示等，还
可以游桑园、采桑果、品桑茶、喝桑酒，
享受生态农家乐。

她指着几张旧照片说，你看这样的产
业又脏又苦又累，干一个月不到2000元
钱，怎么会有出路呢？但是我们都知道，
蚕桑产业当时对苏州的贡献，因为丝绸让
苏州闻名于世。“现在我们通过农场化种
植、机械化采摘、车间化喂养、职业化管
理，让一张蚕种的效益翻了三倍。以前养
一张蚕种可能只有2000元，现在可以达
到6000元。”她说，“以前家里一个人养

一张蚕种很累了，现在三个人养一张大
棚，一张大棚里有12张蚕种，也就是一
个人平均要养三张以上。”

她感慨，蚕桑园扩大了他们的想象空
间，实现了一二三产融合，也加速了人才
的流动。“我们工厂在镇上，以前招不到
人，工厂只有一个本科生，还是从湖南来
的女婿。这次我们招了苏州大学的10个
应届生，我们就在这个蚕桑园面试的，如
果到工厂总部面试可能一个都不会留下。
今天的蚕桑园已经成了震泽这个丝绸小镇
的名片和客厅。”

让胡毓芳开心的是，当地农民又重操
旧业，依靠园区一个月养三张蚕种，也能
赚个5000多元。震泽周边有不少女性都
有拉蚕丝被的技艺，为了带动更多人增
收，胡毓芳主动邀请赋闲在家的女性加入
太湖雪。震泽金星村已退休的妇女主任沈
惠芬今年62岁，自从太湖雪蚕桑园落户
村里后，她除了每年获得土地流转的收益
外，还在蚕桑园里做养蚕指导员，发挥几十
年前学的养蚕技术，月工资3000元。国家
茧丝办主任陈国凯曾在调研时高兴地说，
透过蚕桑园，不仅看到了太湖雪的初心，也
充分感受到了震泽人对蚕丝深厚的情感。

胡毓芳的新零售战略，让一条小小蚕

丝卖到了欧美的几十个国家，让太湖流域
的农家土特产走上了国际舞台。目前在天猫
和京东，太湖雪销量在蚕丝被细分类目居全
国前列，而跨境电商连续三年呈现300%的
增长，今年又进入了社交零售平台。

如今，胡毓芳创办的太湖雪，已发展
成为一家集蚕桑种植、生产、设计、销售
于一体的专业真丝家纺生产企业，在全国
300多个城市和地区设有丝品生活馆，是
苏州蚕丝被行业中首家通过“Oeko-
Texstandard 100”国际生态认证，拿到
进军全球市场钥匙的企业，产品远销美
国、加拿大、韩国、日本、芬兰、丹麦、
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太湖雪先后
获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省两化融合试点
企业，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苏州蚕丝
被第一股，入列中国十大丝绸品牌。

她说，在评上全国三八红旗手时曾写
下一段话：我拉着这样一根丝拉出了千万
床蚕丝被，拉出了一个太湖雪，同时织出
了一部创业史，织出了苏州丝绸的品牌与
荣光，织出了女性的风采。“因为丝绸我
获得了很多荣誉，感谢丝绸给了我一个奋
斗的平台，给了我一个精彩的人生。”她
说。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记者）

（朱坤泉摄）

10年前，考虑到孩子上学问题，29
岁的郑红张离开上海一家精密机械元件制
造企业，加盟当时的吴江市明阳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即现在的明阳科技（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郑红张没有料到，一年多
之后，一个很大的机遇出现在了他面前。

明阳公司生产汽车相关零部件，当时
只有三四十人，规模不大、雄心不小——
做进口件的国产化替代，即通过攻克工艺
上的难题，使产品达到进口件的质量，并
以更低价格供应给客户。

随着汽车轻量化，世界汽车座椅巨头
之一——德国KEIPER公司，希望在中国
市场找到空心汽车座椅传力杆的供应商。
汽车座椅是汽车中的安全部件之一，而传
力杆是座椅中的关键部件，用于调节汽车
座椅靠背角度，一台车一般只有两根。

这是一个细分领域，当时的空心汽车
座椅传力杆都是国外进口的。德国
KEIPER公司提供了样件、图纸，但并没
有明确由明阳公司研发。明阳公司评估认
为，这个项目前景很好，将带来大量订
单，于是安排郑红张对照德国企业的技术
标准进行研发。很快，一年半过去了。

2012年初，德国KEIPER公司正式请明
阳公司启动研发，并且给了一年的期限。
郑红张了解到，德国KEIPER公司在中国
找了一些厂家，但是其他厂家没有接活儿，

“可能大厂看不上，小厂觉得做不了”。
别看只是一根小小的杆子，将实心改

成空心后，依然要有较高的承载强度，也就
是说要又轻又结实。传力杆的精度要求也
高，因为它与配偶件之间必须严丝合缝。

既然做产品的国产化，肯定要用国产
材料。但是，国产材料和德国材料存在差
异，德国加工传力杆，可以在焊管里衬芯
棒，起到支撑作用，而国产小直径焊管无
法做到内壁光滑，不能内衬芯棒。因此，
当模具由外向内施加压力后，如何保证材
料向外贴合模具，而不是向内凹陷，是技
术难题。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郑红张在模具上
一点点想办法。“有时候像进入死胡同，
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压力很大的时候，做
梦都在想这个事，有点入魔的感觉。”

经过太多次的失败，已经确认常规模
具无法满足要求，郑红张抛开寻常思路，
异想天开设计非常规的新模具。有一次，

郑红张在收集数据的时候，猛然发现了
“正确的倾向”。他就向这个方向一遍遍地
调整和改善。传力杆与汽车座椅调角器的
驱动轮装配孔必须紧密贴合，常规来说间
隙应小于 0.05 毫米，比一张薄纸还要
薄。国产件与进口件的差别，关键就在这
0.05毫米上。这极微小却又是难度极大的
差距，国产件能否跨越？

日子飞快地往前跑，德国客户等着交
样；报废的模具足有几十个，价值几十万
元。郑红张心理压力很大。公司老板王明
祥叫他不要顾虑模具费用的事，只要不放
弃，每一次失败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如
今，他非常感谢老板的支持，也庆幸自己
曾经的异想天开。因为用了一种非传统的
开模方式，他成功了——模具开多大，材
料都能与模具贴合。

2012年底，空心汽车座椅传力杆样
品送到德国KEIPER公司，鉴定结果表
明：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德国
KEIPER公司很快下订单。买不到现成的
生产设备，明阳公司只能在现有设备上进
行优化，甚至自己做设备。2013年，明
阳公司的空心汽车座椅传力杆进入批量化
生产。后来，德国KEIPER公司所有的新
项目，都把空心汽车座椅传力杆的订单交
给明阳公司，毕竟明阳公司的产品价格比
德国本土供应商同类产品便宜 30%~
50%。因为通过德国KEIPER公司的测
试，小一些的汽车座椅生产企业也自动找
到明阳公司门上来。

两年半，遇到诸多困难和挫折。从郑
红张一个人起步，到由他带领助手一起
做，明阳公司完成了空心汽车座椅传力杆
国产化开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传力杆事
业部。郑红张很有成就感，先后升任传力
杆事业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得到更
大的事业发展空间。

郑红张记得，他刚进入公司的时候，
公司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现在超过1.2
亿元，其中约3700万元的销售由汽车座
椅传力杆贡献。明阳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
大批量生产空心汽车座椅传力杆的企业，
年产汽车座椅传力杆1400万至1500万

件，其中90%售给几大汽车座椅巨头。
最终，这些传力杆用在奔驰、宝马、大
众、通用等品牌汽车上。

回顾这个研发过程，郑红张感慨良
多。首先，要有技术上不服输的劲头，不
能屈服于国外的垄断；其次，当常规思路
走不通时，要敢于异想天开，大胆创新；
第三，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每一次失
败中找准问题；当然，不能被失败击倒，
要有长期坚持的信心和耐力。

明阳公司墙上，挂着“苏州市‘专精
特新’示范中小企业”等铜牌，传力杆加
工车间里张贴着公司颁发的“年度最佳技
术改造奖”奖状。郑红张获得2018年江
苏省杰出机械制造工匠奖推荐奖、2018
年江苏省绿色制造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他说，不会因为占据较大市场份额，
就停止技术改造、工艺优化。岗位虽然平
凡，但必须认真做每一件事，精益求精，
追求极致。这朴素的话语，不就是对工匠
精神的诠释吗？

郑红张说起去年碰到的一个生活难
题。他的儿子小学毕业，由于户口在外
地、房产证当时还没拿到，孩子不具备在
吴江读初中的资格。郑红张非常头疼。老
板说政府非常重视外来人员子女教育问
题，叫他写一个入学申请试试。郑红张向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递交申请后，
孩子的入学问题顺利解决了。“新吴江
人”郑红张因此对吴江更有归属感，也对
政府十分感激：“后顾之忧解决了，我唯
有怀着感恩的心，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
作，为社会做出更多力所能及的贡献。”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记者）
（李志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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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红张：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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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毓芳：匠心铺就丝路
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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