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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中国门都”有请！

第四届中国国际门博会筹备工作就绪
5 月 26 日，国内规模最大的门业展会

——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第四次

在“中国门都”——浙江永康开“门”迎客。

年年岁岁“会”相似，岁岁年年“门”不

同。2012 年，以“永康门”为主体的中国门业

经历了一场大洗牌：一些门企在多变的市场

大门外徘徊，少数门企在市场大浪淘沙中关

门，更多门企不仅活了下来，门路还越走越

大、越走越远。

这样的背景，注定本届门博会的不同。

看看第四届门博会招商形势，就能感受到大

多 数 门 企 的 生 龙 活 虎：申 报 参 展 企 业 811

家，比上届增加 61 家，申报特装展位面积近

3.9 万平方米，标准展位 588 个。经筛选，最

终确定参展企业 620 家,比上届增加 13 家。

其中，特装展位企业 345 家；标准展位 431

个，比上届增加 128 个，涉及企业 271 家，比

上届增加 49 家。

本届门博会展出面积达 7.2 万平方米，

比上届增加 1.2 万平方米，办展规模创下历

届之最，但依然还有近 200 家申报企业被关

在门外。展位“紧俏”的背后，是值得触摸的

门企生存智慧之门以及值得探究的门博会

影响力扩张之道。

届时，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包括港

澳台）以及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

来探“门道”，“大秀”更加健壮的“肌肉”，第

四届门博会值得期待。

作为东道主，“五金名城”永康“发展有

门”：第一季度，永康工业经济呈企稳向好的

稳健增长态势，其中，规模以上门企实现产

值 27.2 亿元，同比增长 25.76%，增速排在八

大支柱产业第二位，经济拉动作用显著，门

业已成为永康当之无愧的最稳定、发展最迅

猛的产业之一。中国科技五金城实体市场

成交额 113.9 亿元，同比增长 7.3%；网上市场

交易额 40.4 亿元，同比增长 41.8%。实业和

市场，双双实现“开门红”。

本届门博会经国家商务部批准，由中国

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

房地产协会、永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

题为“相聚门都、合作共赢”。

门博会以永康雄厚的门业产业优势为

依托，立足中国科技五金城坚实有力的市场

基础，旨在进一步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强

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速门

业产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推动门业制造业

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快速发展。

“永康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

永康有着深厚的五金文化积淀。改革开放

以来，永康工业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闻名

全国的五金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在国内外

的知名度、影响力不断增强。经过多年的培

育，永康现已形成车业、门业、杯业、电动工

具、电器厨具、休闲器具、技术装备、金属材

料等八大支柱产业,五金产品达 1 万多种，其

中有 10 多种产品销量居全国之最，100 多种

产品销量居全国前三位。如，电动工具与日

本、德国并称“全球三强”；衡器生产企业占

国内三分之一，产量占三分之二；防盗门占

全国市场的 70%，与之配套的是物流，基本

覆盖全国 80%的发达城镇。

以“五金”名世的永康，收获着琳琅满目

的荣耀：“永康五金”被评为浙江区域品牌，

先后获“中国五金商标品牌基地”、“中国门

都”、“中国休闲运动车之都”、“中国口杯之

都”、“ 中国五金之都”、“ 中国电动工具之

都”、“中国餐厨用品出口基地”、“中国金融

生态示范市”、“中国十强强市”等称号，被浙

江省政府列为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

型升级示范区、省首批区域国际品牌创建试

点单位、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度融合试

验区。永康总部中心被列为省首批现代服

务业集聚示范区、全国首个县级中国总部经

济实践研究基地。

2009 年 9 月，永康被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协会授予“中国门都”称号。

永康原本无“门”。自 1997 年起步，经

过短短 10 多年努力，“永康门”在产业转型

中横空出世，平地崛起，年产 3500 多万樘、

出口 900 多万樘，占全国门产量的 80%，有数

十家门企品牌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

名牌产品”等称号，不仅位居当今永康八大

产业之首，还成为一个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都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特色产业，打造出一

个名副其实的“门业王国”。

永康因此成为我国门业产业集中度高、

市场覆盖最广、标准引领作用强、科技创新

和品牌建设成果最多的地区，从这里走出去

的一个个新老品牌不断引领着中国门产品

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去年以来，受国内外复杂宏观经济环境

影响，永康五金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困难面

前，永康积极实施“工业强市、生态立市、商

旅活市、文化兴市”发展战略，牢牢把握稳中

求进、赶超发展的总基调，沉着应对，攻坚克

难，经济社会充满活力。2012 年，永康门业

产值 124.8 亿元，同比增长 26.3%，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17.37%，居八大五金行

业首位。

“永康门”产业链完善，产品种类繁多，

涉及安全门、非标门、室内门、木门、自动门、

伸缩门等。

随着五金产业的发展，永康专业市场和

会展活动也十分活跃，现有大大小小市场

74 个。其中，中国科技五金城实体市场总

营业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经营 19 大类数万

种五金及相关产品，近 3 年的市场总成交额

分别为 401.3 亿元、438.6 亿元、470.16 亿元，

均居全国同类市场之首。在实体市场的支

撑下，“中国五金商城”2012 年网上交易额达

167 亿元。

依托占地 17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国际会

展中心，已连续成功举办 17 届中国五金博

览会、3 届中国国际门业博览会。顺应全国

专业市场进入指数时代的潮流，永康正着手

编制全国首个专业指数——“中国·永康五

金指数”，由价格指数和景气指数两大指数

构成，将在今年 9 月 26 日举办的第 18 届中

国五金博览会正式发布，将更好地巩固永康

五金产业的领导地位和永康五金市场的影

响力。

永康以永武缙五金产业优势为依托，立

足中国科技五金城市场基础，充分发挥永康

国际会展中心、总部中心的产业集群效应，

以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为导向，坚持扩大

开放，致力于创新驱动，发挥区域特色优势，

夯实门业龙头地位，推动门业升级换代，不

断增强“中国门都”知名度和影响力。

门业作为永康实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当前“兴实业、强实体”的发展背景下，举办

第四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必将极

大地加强行业交流合作，提振门业生产企业

的信心，助推五金产业转型升级。门博会已

经成为继中国五金博览会后又一个“让永康

五金走向世界、让世界五金汇集永康”的重

要平台，为建设现代化国际五金名城注入强

劲动力。

本届门博会为期 3 天，其间除举办开幕

式活动、大型门类商品展示交易活动外，还

将组织“千人采购商参会采购活动”，邀请国

内知名房地产商、采购商、经销商参加；召

开钢木门全国行业标准宣贯会与防火门质

量论坛、“名模之秀、相约门都”中国门模大

赛以及网上门博会等系列活动。

■ 本报记者 张志乾 汪建华

在云南大关，听很多人说史涛是善人，是

真正的爱心企业家，记者早就想专访他，却被

他婉言拒绝了。古话说“善欲人知不是真

善”。史涛认为自己虽然做了一些公益事业，

但不足为外人道。他的态度是“但行好事，莫

问前程”。然而被他帮助过、周济过、拯救过的

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就应该大力宣扬这种

正能量，让更多的人向他学习。近日，记者来

到了史涛的老家——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玉

碗镇。在这里，记者深深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史

涛由衷的、发自肺腑的感情。

嫩肩担负重 舞勺可齐家

1967 年 4 月 的 一 天，在 昭 通 的 北 大 门

——位于云南出省入滇要道上的大关县玉

碗镇旧公馆村委会，随着一声婴儿嘹亮的啼

哭，一对史姓夫妇家里添了一个男孩。这个

男孩名叫史涛。后来，史涛的父母又为他添

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俗话说：出梁的椽子先遭难。作为长

子，史涛自然而然要承受比弟弟妹妹更多的

苦难。刚读到小学二年级，由于家里过于贫

困，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的史涛把读书的机会

让给了弟弟妹妹。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

择，为此，史涛一个人背地里偷偷哭过很多

次，然而在父母和弟弟妹妹面前，他却装作

什么事也没有，好像自己很不愿意去上学一

样。但在这若无其事的“轻松”后面背负着

什么样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都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

史涛从小就很有志气。他没有被眼前的困

难吓倒，而是狠下决心，一定要凭个人的努

力改变家里的这种状况，照顾好弟弟妹妹。

为了给辛苦多年的父母减轻点压力，年仅

12 岁的小史涛找来背箩到几里外的山槽子

里面的煤场上去背煤炭出来卖。没到过玉

碗的人不会知道这里的山有多高、水有多

深。在这里抬头看山顶，头上的帽子就会从

脑后掉下来。然而，小史涛却一直咬牙坚持

着，因为在他心里，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

了，必须要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小史涛背煤

炭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条 件，但 是，他 家 离 过 上 幸 福 生 活 还 很 遥

远。因为他虽然背煤卖，家里却烧不起煤，

烧火煮饭还得靠弟弟妹妹到茅草坡捡拾被

外地老板提取黄连素后不要的黄连根。经

过 1 年多的磨练，史涛渐渐意识到，自己这

样干绝非长远之计。于是，他找父母商量赊

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拉煤炭卖。看着史涛

瘦弱的身体，父母说不出有多心疼。特别是

他母亲崔学英，每次史涛去拉煤卖，她都要

站在村口翘首远望，直到天黑了看见马车出

现，她悬着的心才会放下。渐渐地，村里村

外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史涛的小孩在撵马

车，家里要拉水泥、钢筋、石沙都会请他帮

忙。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了，甚至每天都可以

给家里留 10 元钱，解决全家人的生活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还清赊马、赊车所

欠的 500 元钱后，史涛有了新的打算，他找

信用社和亲戚朋友，东拼西凑了 4000 多元

钱，买了一辆拖拉机。这一次，史涛没上次

那么幸运。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运费压得

很低，几乎无利可图；二是附近很多地方不

通公路，有路的地方路况又很差，使得成本

居高不下。这些直接导致他起早贪黑地干

了 两 年 竟 然 连 买 拖 拉 机 欠 下 的 账 都 还 不

起。像这样下去，何日才是尽头？

舞象出玉碗 登高见海天

“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史涛认为必须出去闯

一闯。在得知有熟人在昆明做工程后，一种

强烈的预感告诉史涛，建筑业的发展前景不

可限量，史涛卖了拖拉机，欠着一屁股债，带上

一群乡亲和已经辍学在家的两个弟弟，来到

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制高点——昆明。

通过熟人介绍，他们在巫家坝机场附近包混

凝土工程干。这一年，史涛还未满18岁。

史涛刚到昆明的时候，国家改革开放的

各项方针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各地的房

屋、道路、桥梁建设搞得如火如荼。作为西

部边疆云南的省会城市，昆明虽不如东南沿

海城市的发展那么迅速，但是建筑业也在以

爆发式的速度增长。遗憾的是，史涛没有经

验、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关系。

此时，史涛唯一要做的就是积累，包括

经验、技术、关系等一系列自己缺乏的东西。

由于能够轻松赚钱的工程都被其他人包走

了，史涛不得不接那些最脏、最苦、最累、最

重，同时又最不赚钱的工程。他亲自带着大

家下水泥、铲砂石、抬钢筋、提混凝土、背砖、

打石脚……做工程加班加点赶工期是常有

的事，有时候一天晚上就要下 200 吨至 300 吨

水泥，同时还要铲砂、拌水泥、浇筑、打板。在

史涛的鼓励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使，最后总算在昆明站住了脚。

那次去昆明，史涛一直干到 1997 年家

里要盖新房才回到村。这时，他已经离家

10 多 年 了 。 史 涛 在 昆 明 赚 到 的 钱 盖 了 房

子、还了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贷，买拖拉

机的贷款连本带息已经变成了 3 万元）后已

经所剩无几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史涛无论

是经验、技术，还是水平、眼光，抑或是个人

能力、人脉关系，与刚到昆明时相比，都已不

可同日而语。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雾霾奔宵散 红光逐日行

就如史涛预料的一样，房子盖好后，他

很快就在 213 国道大关段、盐津县庙坝乡连

续接了两个道路施工工程。由于关乎自己的

声誉和未来的发展，这两个工程史涛丝毫不

敢马虎，每个细节他都亲自过问，甚至与工人

一起亲自上阵。在工程竣工后，史涛手里终

于积累了一点资金。

这是他的第一桶金！结账的那天晚上，

他激动得睡不着觉，因为一直以来压在心里

的资金这块阴影总算彻底烟消云散了。

通过这两个工程，史涛发现单靠人工干

活，不但施工速度慢，而且赚的钱少，要打破

这个局面必须依靠科技。

待这两个工程完工时，西部大开发的号

角早已吹响，各种各样的道路桥梁和水电工

程不断在云岭大地开工建设。2003 年，史涛

将赚来的钱买了两台挖机，在昭阳区承包了

一个规模较大的土石方工程,并以无可挑剔

的质量和规定的进度圆满竣工。

这个工程的修建让史涛的事业发展步

入了快车道。2007 年，他在巧家县拿下了一

个土石方工程，接着又在昭阳区轻松搞定一

个市政工程的土石方工程，并在规定时间内

按质按量完工。

昆明是云南省唯一的特大城市，是云南

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中心。史涛

刚进入建筑行业时在这里奋斗了 10 多个年

头。在回昭通干了 10 多年后，史涛的事业

又发展到了昆明。

好运似乎特别眷顾史涛。2009年，他在昆

明市宜良县接了一个土石方工程，跟着又在昆

明承包了一个市政工程的土石方工程。市政工

程的要求高而且工期非常紧，为了保证工程质

量和进度，史涛随时在工地上亲自指挥工人施

工，以至于脸上都晒脱了几层皮。工程竣工验

收时，质量和进度都得到了发包方的充分肯定。

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与东南

亚、南亚多国邻近，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和南

亚的重要陆上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昆

明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门户，具

有向西南开放的独特优势。随着西部大开

发的不断推进和“桥头堡”建设的不断展开，

各种各样的工程不断开工，彩云之南、云岭

大地到处忙得不亦乐乎。

有了昆明市政工程的品牌效应，2012年，史

涛又在昆明承包了一个重要工程的土石方工程。

熟悉史涛的人都知道，他能够发展起来

绝非偶然。史涛意志坚定、不畏艰难险阻，

具备坚韧不拔之志和不断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对于搞建筑业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

个性忠厚朴实、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无不良

嗜好，这决定了他能够始终做到诚信经营，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这些特质不

仅使他的工程越做越多，规模越做越大，同

时还结交到了很多真诚的朋友。史涛还有

一个特点，那就是与工人同甘共苦，而且，他

从不拖欠工人工资。相反，虽然大家都拿着

高薪，却有很多人欠着他钱，因为他借钱给

大家买货车从他手里接活干。现在他的工

地上光 40 多万元/辆的车就有 10 多辆，这些

车全是他工人的。他的工人都说：“跟着史

涛干的人没有一个日子不好过。”

贵贱本无种 何须惜万金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由于受到“看

不见的手”的支配，一个企业就算什么公益事

业都没做，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史涛不

这么看。他认为，做善事、做公益，拿出真金

白银来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才能算贡献。

他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方针政策，没有改革开

放，没有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

自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他心里怀有

对党、政府和人民深深的感激之情。

记者碰到村民李贤清的老婆时，她正在

地里干活。她告诉记者，以前她大女儿生病

时史涛送来 3000 元钱才挽回了一条命；她

家的房子，墙砌起来后无钱打板，史涛买了

22 包水泥送给她家才把问题解决掉。记者

临走时她满怀信心地说：“我儿子现在在史

大叔的工地上学挖机，过两年赚到钱回来就

可以把二楼的房子盖起来了。”旧公馆村村

民何仕友是个孤寡老人，已经 80 多岁了，以

前住在集体公房里面时，史涛常常千八百地

给他，用以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

村民李贤书说：“以前买包肥料要人背

马驼，自从史涛捐资把路修通以后，什么东

西都可以直接拉到门口了。现在，人老了还

能享到这个福，这得感谢他啊！”

旧公馆村民小组组长李天武告诉记者，

没工程干的时候，史涛也发工资给工人，村里

的青壮年 70%以上现在都跟着他干，工资高

的每月能够拿到 7000 元至 8000 元。73 岁的

退休教师李正明对记者说：“史涛真的让大家

致富了，他让村民们去学挖机、装载机、测量、

电焊及施工等技术，他们现在每年有几万元

甚至十几万元的收入，就算有一天不跟史涛

干了，回到家乡也能开创自己的事业。”

其实，史涛所做的公益事业远远不止这

些，比如：2002 年 6 月 1 日，为玉碗村完小捐

赠服装及教学器材，价值约 1.63 万元；2003

年至 2012 年，每年 6 月 1 日（儿童节）都为玉

碗村完小捐赠资金 500 元至 1000 元；2009 年

11 月捐资 40 多万元帮助玉碗镇修建村组公

路 10 余 千 米（玉 碗 集 镇 至 雷 家 坪 子）；自

2009 年以来，每年春节向旧公馆 85 户村民

赠送大米、油、糖等过节食品，折合人民币约

30 万元；2011 年 4 月，向玉碗中心完小捐赠

现 金 8 万 元 ，办 公 桌 椅 44 套 ，西 服 47 套 ；

2012 年，慷慨捐资 5 万元作为家乡离退休职

工在昆明组建联谊会的活动经费；多次为玉

碗中心完小和玉碗村完小捐款、学习用品，

折合现金约 10 万元；2013 年 3 月，为玉碗村

完小无偿修建进校水泥路，价值近 1 万元；

2013 年捐资 100 多万元为旧公馆村民小组

85 户村民建水泥公路近 2 千米，竣工后全部

捐资将达到 200 多万元；还打算捐资 300 万

元重建玉碗村完小……

有人说史涛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吃透

用活了“舍得”二字——有“舍”才有“得”，也有

人说在史涛心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他

一直在用行动实践着，朝着自己梦想的目标不

断前进。但不管怎样，史涛用行动告诉大家，

真心实意地做公益会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认可。

史涛真诚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

我土生土长的家乡，所以我要为我的家乡做

出点贡献。”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记爱心企业家史涛

■ 本报记者 姜冰 薛波涛 冯世军 王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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