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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历史渊源，催生了独
具特色的藏毯工艺和特
色产业。对青海来说，藏
毯产业是潜力无限的特
色产业，但如今，传统藏
毯生产销售市场越来越
趋于饱和，要想在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就要以科
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
子”，走出传统藏毯产业
的“创新范”。

从手工编织到手工
加机织，从大规模编织
到个性化定制，从定制
模式到智能制造，成立
于2007年的圣源地毯公
司，15年间，紧跟时代发
展，历经三次转型，走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创新，让企业产品
更 具 辨 识 度 。 毋 庸 置
疑，个性化定制是未来
的发展趋势。为了在个
性化定制领域实现新突
破，圣源一方面依托现
有技术人员，在传统与
现代元素的碰撞中，将
手工藏毯技艺与机器编
织巧妙融合，让设计风
格更加多样；另一方面，
企业把目标客户服务群
体扩展到专业家装设计
师，更好对接家用市场，
着力搭建优质的资源平
台，充实设计研发团队，
进而提升产品附加值，
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创新，让企业发展更加可持续。工艺和技
术的创新，离不开企业理念的创新。作为一家
集地毯设计、研发、生产、营销、检测于一体的
集团化、国际化大型地毯行业领军企业，圣源
地毯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的纺纱、染色、织造、后
整加工等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以及全产业链
研发平台。立足青海本地资源优势，开拓创
新，担当实干，圣源人正在经纬线的交错中编
织着青海特色产业发展的“金名片”。

创新，让企业更具责任担当。圣源在产业
变革中树立全链条思维，努力扛起社会责任，
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提升员工归属感和幸
福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生共赢。
同时，不断拓展藏毯技艺的传承面，在农牧区
建立藏毯培训基地，让更多人在指尖编织出自
己的幸福生活。

“青海发展特色产业大有可为，也大有作
为”，从圣源发展看藏毯，从藏毯产业变化看青
海特色产业发展，青海正牢记殷殷嘱托，努力
绘好特色产业发展的“创新”图样，让特色产业
更有可为、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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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藏毯看中国，中国藏毯看青海。藏毯，带着青海高原的千年底蕴走来，乘着时
代的劲风腾飞，在产业化发展的浪潮中变换，在匠心与文化的传承中发展。

位于西宁市城中区的青海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源地毯公司），是青海藏毯产业代表企业之
一，历经三次变革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圣源地毯公司在2021年6月
7日下午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视察期间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并寄予殷切希望：

“青海发展特色产业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要积极营造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
的政策环境。”

时光飞逝，但殷殷嘱托犹在耳畔。一年来，圣源地毯公司在经纬线间的穿梭中，编织着
特色产业发展的“时代毯”；一年来，圣源地毯公司在传统与现代间的碰撞下，奔赴特色产

业踏波逐浪的征程；一年来，圣源地毯公司在传承与变革中，写就特色产业御风前行的时代新篇。
有可为、有作为，圣源地毯公司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千年藏毯乘风而行 特色产业踏浪逐潮

走进生产车间，轻快而富有节奏的织机运转声不绝

于耳。在经线、纬线、纱线的精巧交织间，栩栩如生的人

像、色彩绚丽的花朵、构思精妙的几何图形令人惊叹，雪

山、草原、森林、湖泊、牦牛、羊群等高原大地上的生态符

号带着三江之源的震撼扑面而来。

这里的藏毯，紧跟时代的步伐，走出了传统手工艺

品的“时代范”！而这背后，是企业对创新的坚守，对研

发的坚持。

“牢记嘱托，我们利用青海本地资源优势，在产品的

功能、设计、工艺和标准等方面不断创新，在打造个性化

定制的销售模式上投入更多技术研发力量。”圣源地毯

公司董事长薛婷说。

圣源地毯公司设计研发部主管车国龙在这里工作

12 载，亲眼见证了藏毯的设计从偏传统到传统与现代

相融合，再到个性化定制日渐成为主流的历程，他跟随

公司三次转型的步伐，在设计方面不断进行新的尝试，

努力为藏毯适应新时代要求注入新的灵魂。

一年来，车国龙带领团队聚焦个性化定制，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在设计中赋予地毯深厚的文化内涵。依托

企业搭建的资源平台，与国内知名设计师实现常态化线

上互动交流与合作，优化设计理念，创新设计风格，扩展

目标客户服务群体，个性化定制之路越走越宽。

从原有的批量生产到个性化定制，从单一的产品市

场到个性化定制，从人工设计到设计师数据库的建立；

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中标人民大会堂等优质项目，承

接上百个高端酒店整铺工程项目，产品远销欧洲、中东

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特色产业培育优质企业，

以企业发展带动产业提升”，圣源地毯公司不曾忘记肩

上的重担，在一次次创新中勇往直前，迎来藏毯产业发

展新机遇。

守正创新
千年藏毯也能走出“时代范”

“自古藏毯出湟中，湟中藏毯数加牙。”从一根根羊

毛到一块块厚重的藏毯，方寸之间蕴含着传统技艺的智

慧，凝结着匠人的精益与专注。

“你这个手艺很珍贵、很有意义，一定要传承弘扬

好。”在传统手工编织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牙藏

族织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回想总书记的勉励依

然激动不已。“我 8 岁开始跟着父亲学洗毛、捻线，藏毯

早已铭刻在我生命之中。如今，老手艺迎来了春天，越

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和了解手工编织藏毯，还有很多

人慕名而来学习技艺，我有责任做好非遗技艺的传承与

弘扬。”

左手持线，右手握刀，线头在经线之间环绕成一个

“8”字扣后随即割断，在手指的翻腾缠绕下，由点成线，

由线成面……今年 33 岁、学习手工藏毯编织技艺一年

有余的安志庆坐在杨永良身边，正一丝不苟地编织着一

块 100 道的虎皮毯，虽只编织了一小部分，黑橙相间的

条纹就已颇具动感。

技艺传承，匠心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得到

了传承与发展，也在这里实现了华丽转身。千年藏毯经

指尖流转，穿过岁月浩瀚的烟尘，在这里成为百姓日常

生活的家具用品，化身为青海绚丽多彩的文化中的一枚

艺术瑰宝。

一年来，圣源地毯公司通过企业与合作社、编织团

队的结对帮扶，传承手工藏毯技艺，提升手工藏毯整体

织造水平，非遗正借助产业的劲风绽放夺目光彩。

“藏毯本身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为了做好传统

技艺的活态传承，让传统技艺展现出活色生香的韵味，我

们在农牧区搭建了许多手工藏毯技艺培训基地，吸引当

地群众学习。同时，我们着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让‘老树’发‘新芽’。”薛婷说。

匠心独具
加牙藏毯不变的“文化范”

在手工枪刺区，新引进的 4 台“枪刺机器人”设备整装待

发，随时等待工作人员输入指令程序开启工作模式。“‘枪刺机

器人’设备的引进将减少一部分人力成本，提升我们的织造效

率。”后整理车间副经理屈霞介绍。

说着，屈霞走到产品展示区一块名为《长城》的挂毯前，骄

傲地说：“总书记来到我身边时，我正在对这个样式的第一块

挂毯成品进行检验。这块挂毯应用手工枪刺技法，融合了高

低针、圈绒、割绒、剪花、片剪等多种工艺，是企业在大型挂毯

领域的一个突破。”

细看《长城》，长 5.8 米、宽 2.4 米，红日喷薄而出，飞鸟展翅

翱翔，长城蜿蜒于山水之间，视觉浮雕效果令人称奇，触觉上

毯面纹理精细让人惊叹。手指轻轻拂过挂毯上的山水，屈霞

说：“现在，很多客户打来电话都会询问能否求购同款挂毯，这

类挂毯已经成为圣源的‘明星’产品哩！”

“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促进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

有机结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圣源地毯公司用科技创新

让传统手工艺品实现工业化，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的有机

结合中让艺术也能飞进寻常百姓家。

投入使用智能纱架，建立并投入使用智能枪刺机器人；加

大培训力度和校企合作强度，培养并吸纳青年职工，为公司注

入新鲜活力……一年来，圣源地毯公司 300 余名员工牢记嘱

托，让干事创业的激情奔腾在生产线上。即使在疫情影响下，

企业年产值仍实现近亿元，截至目前，企业销售收入相较于去

年同期增长 30%以上，展现出企业发展的韧性和潜力。“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还要编织出更多更美的‘奋进毯’。”

屈霞说。

牢记嘱托，踏浪前行，圣源人正沿着总书记为青海藏毯产

业发展指明的方向阔步前行；历经岁月而不衰，久经风雨而长

盛，青海藏毯正随着藏毯人融创新之思、乘时代之风的脚步，

走进千家万户。

砥砺奋进
青海藏毯更具“科技范”

手工枪刺。 剪花。

准备插纱。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慧慧 摄

设计图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