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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木材市场由来已久。1983 年，
当时还只是一个位于黄土丘陵上的露天市
场呢。最早在村里经营木材并不是本村人，
而是外地人。”谈及杜山头木材市场的兴起
和发展，该村党支部书记周红权表示，主要
与木材在当时的用途特别广有关。

时光倒回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农村的
房屋很多都还是土木结构，不管是屋顶人字
架、横梁、椽树、门窗还是楼板、梯子，用得最
多的都是木材。外加一些桌子、椅子、凳子，
甚至是连棺材都需要用到木材。

起初，杜山头村只是一些流动木材商贩
销售木材的一个集散点而已。慢慢地，村民
发现，每次木材商贩的到来就会带来人气的
聚集，木材流动市场雏形渐渐形成。

事实上，我市的葛塘下、王染店、堰头村
等地也有过露天木材流动市场雏形。最终
因为地理位置、交通，以及其他方面原因没
有最终形成市场。

不过，周红权表示，杜山头村之所以能
形成市场并发展至今，除了地理位置优势，
更重要的是还在他们的父辈有引进木材市
场的决心。

至今还在杜山头木材市场的胡云飞是
象珠人，是最早到该村开市贩卖木材的商贩
之一。他告诉记者，当时为了吸引和他一样
流动木材商贩到杜山头村开市，村里可谓诚
意十足，不仅给他们倒贴饭，甚至还会给他
们贴运费。

该村在村边黄土丘陵上建起固定的木
材市场，确定每逢农历初四、初九、十四、十
九、廿四和廿九为固定的集市日。

到了 1985 年和 1986 年，杜山头村在现
木材市场地块建起了油毛毡低矮房，开始正
式形成店面，告别了露天市场。当时有六七
间油毛毡和 24 间低矮房店面，开始用投标
的形式用来出租。胡云飞也成了最早一批
入驻杜山头的商户。

到了 2012 年前后，杜山头村对木材市
场进行了重新规划，结合相关的消防安全要
求进行再翻修，形成了现有的占地15000平
方米、173间木材店铺和29间其他店铺的综
合性木材市场。

“其实，木材市场的价格都比较透明，经营者
靠的是多年客户资源积累和薄利多销。所以木
材市场的经营者也比较稳定，一般都是以夫妻店
的形式经营，接管的也基本上都是子女或者亲
友。从木材市场兴起开始算，现在已经开始有第
三代木材商开始接棒经营。”周红权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杜山头木材市场的兴起
以及起起伏伏的轨迹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谈及传统木材行业的起起伏伏，胡云飞最有
发言权。在他记忆中，传统木材生意做得最辉煌
的时期是 2000 年至 2010 年。这 10 年刚好是我
市工业飞速发展的 10 年，到处都在兴建厂房。
当时厂房屋顶基本都是木质框架结构，所以木桁
条以及人字架的需求量很大，派溪工业功能分
区、芝英钢铁市场等地厂房修建所需木材都从他
店里拿货。

在那 10 年间，胡云飞的木材生意都是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为了赶制人字架、桁条等半成
品，他专门雇了七八个木工师傅干活。

但随着消防安全审批的越来越严，钢架结构
的屋顶逐渐取代了木质结构屋顶，传统的木材市
场转而进入低迷期。

然而，就在四五年前，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如
火如荼地展开，很多村庄在打造街角小品过程
中，会融入一些古色古香的传统庭、廊等建筑元
素，而木材恰恰最能体现复古气息的原材料。这
让看似与时代有些脱节的杜山头传统木材市场
再度迎来了“春天”。“现在基本上过来购买原木
材料或者方料半成品的，基本上都是翻修老祠
堂，或者做长廊、凉亭等街角小品。你看，我店里
请的这位师傅就是专门从事原木去皮、锯料等加
工的。”胡云飞说。他现在除了继续做着传统木
材买卖，还时不时地充当“中介”，为木材采购客
户量身推荐适合的木工师傅。

说起木材销售事业，年近六旬的胡云飞坦言
现在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孩子已经大了，也有
自己的事业。他和妻子之所以还守着木材夫妻
店，更多的是对这个市场有着割舍不下的情感。

随着第一代外来木材商贩入驻杜山头，形成
固定的木材市场。在外来商贩的带领下，杜山头
村一些村民也加入了销售木材的队伍。

“因为当时销售的木材种类也不是很多，主
要以松树、杉树还有“枇杷树”为主，主要从云和、
松阳等地运过来。村民贩卖的木材产品品类都
比较单一，很多还都是从原先的流动木材商贩手
里进货，属于二手货源。”周红权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木材市场销售的产品品类
也开始发生变化，由最初的原木，到横条、方料、
木板等半成品，再到木梯子、桌子、凳子等成品，
渐渐形成了规模化的市场，并衍生出了锯板厂、
木材成品加工作坊等附属行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周红权属于村里木材
“商二代”，他的父亲就曾做过木材生意。虽然同
是做木材生意，周红权却走出了与他父亲不一样
的发展之路。1994 年前后，周红权接手做木材
生意。当时为了寻找合适的一手货源，他开着摩
托车到处寻找货源，足迹遍布丽水、龙泉、武义、
玉山等地，常常是一出门就好多天。

钢筋水泥条石屋兴起后，周红权等一批商贩
发现了木材市场新的商机。一些建筑领域所需
的靠子板、竹胶板、多层板以及室内装修的扣板
等板材市场潜力无限。大家不再将目光聚焦在

原始木材产业，而是开始向建筑、装修领域的板
材行业转型。

记者在该木材市场转了一圈，正在销售的木
材产品品类名称五花八门，建筑模板、包装板、扣
板、洋瓦条等应有尽有。“只要是跟建筑、装修有
关的木料、板材，在这个市场里，只有你想不到
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正在杜山头木材市场挑选
室内装修扣板样式的徐师傅说。

徐师傅是木匠出身，十五六岁开始学木工手
艺，就一直与杜山头木材市场“结缘”。

“以前我们木匠吃的是百家饭，除了做柜子、
桌凳、床等家具，还要做门架、窗架和屋顶人字
架，有些‘主人家’对选木材不是很懂，我们就会
帮他们过来选料，然后运回去加工制作成品。这
样一来二往，跟市场里的很多老板都比较熟悉。”
徐师傅告诉记者，就在造房子所需的靠子板开始
兴起时，他也有段时间专门为杜山头木材市场做
过靠子板的加工。

如今，徐师傅转行做室内装潢生意已经有十
五六年，还是经常到杜山头木材市场转转，采购
材料。不过，与以前采购原木材料为主不一样的
是，现在他以采购板材居多。“室内装修的吊顶、
贴墙柜制作等环节都需要用到板材，而这些木材
市场里也都能买得到。”徐师傅说。

黄土丘陵崛起“永康木材第一村”
解读杜山头“因村兴市、以市哺村”发展之路（上）

从原材料到半成品、成品,品种日趋丰富

传统木材行业发展历经几起几落

永康，追逐五金而兴。从走南闯北打铁补锅、订秤，到家家户户开作
坊办工厂，处处洋溢着金属的味道。

而在经济开发区杜山头村，却另辟蹊径、错位发展，紧跟时代步伐、五金产
业勃兴节拍，闯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木材大市场，有“永康木材第一村”之誉。

近日，记者走进该木材市场，梳理其 36 年的发展之路，解读“因村兴市，以市哺村”的
良性发展壮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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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山头村以木材为元素的街角小品杜山头村以木材为元素的街角小品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兴建市场决心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