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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泊头一直
是全国铸造业的典型。”苏洪升
说，“1958 年，全县范围内都建
立了公社铸造厂，用玛钢生产农
具和马车轮等。省机电厅和国家
商业部多次在泊头开现场会推
广经验，当时的产品还送到北京
农展馆展出。”

据苏洪升介绍，在邯郸钢铁
厂建设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泊
头铸造厂提供的。1989年，当地
开始推广“双排大间距冲天炉”，
大幅度提升了功效。由他所在的
铸造研究所研发并推广的节能
工艺，大幅降低了焦炭比例。

如今，泊头传统铸造技艺产
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成果斐然。原
来，泊头铸造企业只能做拖拉机
钣金、农用车等零部件，现在可
以完成高档轿车的产品设计、车
身整体模具加工以及汽车冲压
件等整个生产过程。

目前，泊头已成为全国汽车
模具行业中规模群体最大、产业

聚集度最高的地方。
值得自豪的是，张孔杠铃制

造有限公司曾成为2008年北京
奥运会、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举
重器材唯一供应商。

像这样的例子，在泊头还有
很多。目前，泊头有铸造企业
1000 余家，从业人员接近两万
人。

从过去的打铁炉成功发展成
产业化集群，完成从单一工艺到
现代化多元工艺的蜕变，泊头铸
造工艺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创新。

用砂不见砂、有尘不见尘。
目前，多家企业获得国家级和省
级绿色铸造示范企业。

自主创新、产品开发、3D
打印技术……泊头传统铸造技
艺的产品，不仅提升了档次和品
质，还满足了个性化、功能化市
场需求。

铁狮子是沧州文化和沧州
精神的载体，历经千年的它如今
已满目疮痍。再铸一尊铁狮子，

成为全市人民的期待。
2009 年初，市政府作出一

项顺应民意的决策：重铸铁狮
子。沧州东塑集团董事长于桂亭
主动请缨，愿捐铸一尊铁狮献给
沧州。

铸造铁狮的重任落在了华
民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东利
肩上。

苏东利是郝村镇万寨村人。
他是在父亲经营的铸造厂长大
的。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接
过了父亲的铸造厂。他说：“我有
决心、有信心，铸就新铁狮！”

在苏东利看来，新铁狮子的
铸造，不仅仅是复制历史的奇
迹，更重要的是传承铁狮精神。

铁狮子的工艺是采用“泥范
明浇法”，群炉铸造而成。新铁狮
子要一次性浇铸完成，技术难度
非常大。铸铁狮的过程可谓一波
三折。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
烟”。通红的炉火映红铸造人的

脸庞，同时，也铸起他们坚强的
毅力。

经过一年多研究和试验，
2010年 12月 18日，一次性整体
浇铸完成的新狮王“诞生”了。

如今，这个重约 120 吨、体
积是老铁狮1.32倍的新铁狮，矗
立在狮城公园中心位置，向世人
展示着它的神韵和雄风。

新铁狮子的成功铸造，创造
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它是世界上
一次性整体浇铸最大的铁狮子。

自古以来，铸造就和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涉及到社会发展
的各个领域。

泊头是著名的“铸造之乡”
“铸工圣地”，其传统铸造技艺历
史悠久且有据可依。

泊头市原为交河县。《交河
县志》一书曾记载泊头关于铸造
生产的内容。书中提到，泊头最
早的铸造记录可追溯到1400多
年前交河城里的奎星阁大钟。书
中有这样的描述：“钟高八只，径
七尺，厚六寸，以椎椎之，声始
沉，渐之数十里……”按县志中
记录的尺寸计算，此钟重约两

吨。
为了全面展示泊头传统铸

造技艺历史、工艺以及成长历
程，泊头市在博物馆建起了铸造
专题馆。

馆内藏有一座 1988年出土
于富镇司官屯村的铁菩萨。铁菩
萨为空心浇注，立姿垂臂，下部
已残缺。

“铁菩萨出土后，考古专家
根据材质和造像，推断出它是五
代时期后周年间由泊头本地匠
人所铸。”带领记者参观的泊头
市博物馆负责同志说。

《铸福——话说泊头传统铸

造技艺》一书，是年过七旬的泊
头传统铸造技艺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苏洪升历经10余年编写完
成的。受传叔父苏连臣的影响，
苏洪升传承了勺炉熔炼和砂型
铸造技艺。在书中，他系统梳理
了泊头传统铸造技艺的发展历
程。

“打行炉，倒犁铧”是泊头传
统铸造技艺人上千年传承下来
的行内话。当年的手艺人少则
10来人、多则 20来人，以扁担、
独轮车为工具，带上风箱、炉子
等用具，夜行日作，流动作业。这
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

代。
一代又一代泊头匠人的足

迹踏遍大江南北。“哪里有铸造，
哪里就有泊头人”的俗话广为流
传。

如今，这些老手艺人的身影
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是他
们却为泊头传统铸造技艺业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资 料 这 样 记 载 了 当
年泊头传统铸造技艺业的繁
盛——“县民营生铁厂约计 600
余家，资本总额在 300多万元，
工徒不下四五千人，在河北实执
冶铁之牛耳”。

能工行天下 匠心报家乡2
各类铸铁茶壶、十二属相兽

首、可爱的小天使、精美的厨具、
欧式的壁炉……在洼里王乡后
八尺村，偌大的铸造品展厅内，
摆放着铸造工艺品和生活用品。

57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泊头
传统铸造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段玉海，细心地整理着自己精
心设计并铸造出的“珍宝”。

段玉海说：“我的爷爷17岁
时就跟随泊头传统铸造手艺人，
天南地北地去打行炉。后来，寄
居在天津三条石，以铸造和打铁
为生。多年后，爷爷返回家乡，带

着家人和徒弟们办铸造厂。我父
亲就在工厂加工铁件。”

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段玉
海很小就接触到了铸造。他用心
学，并善钻研。少年时，他就能给村
里铸造厂生产的产品挑毛病了。

段玉海在继承祖业的基础
上开拓思路，成立了瑞富特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对传统工艺加以改
良，铸造的工艺路灯、庭院灯、公园
灯及各类炊具远销海外。他们生产
的铸铁茶壶工艺精湛，欧式壁炉
以及铸造工艺品达数千种。

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段玉

海致富不忘乡里。目前，他正在
推动省级旅游村——“工艺铸造
小镇”的建设。

段玉海说，在泊头传统铸造
技艺史上，能工巧匠辈出，其中
秦玉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清朝中晚期，天津三条石第
一个铸造坊秦记铁铺为原东辛
店乡西望江店人秦玉清创办。接
着，他又在全国多地开办分厂。
他的后人从事铸造业多有发明
创新，他的弟子王露奎创造了硬
膜铸锅，开创了这个工艺的先
河；他的儿子秦连生创造了翻砂

技术用以做炉子、灶具管子等。
上世纪 30 年代，泊头人在

三条石创办的铸造厂已发展到
40多家，为北方民族工业的发
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长春、
沈阳、北京等地的铸造厂多由泊
头人支撑局面。

“上千年来，泊头传统铸造
技艺都是沙模工艺。直到160年
前，秦玉清的弟子们经过无数次
实验，才发明了硬模工艺。可以
说，秦家是为北方铸造技术奠
基的铸造世家。”段玉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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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家园，北环立交桥西，90多平
方米，两室一厅，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
价格面议。电话：1803172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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