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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掸子“飞上天”

10 月 21 日，滦南县姚王庄镇张麻湾村鸡毛掸子应邀进京，代表河北参加北京国际文旅

消费博览会，一登场就成了各路媒体和游客眼中的“显眼包”，销售经理王艳艳也是展会上

最受媒体青睐的采访对象。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怡恒录音：（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看的鸡毛掸子，真的是鸡

毛掸子吗？）

张麻湾村鸡毛掸子销售经理王艳艳录音：这个是纯手工的鸡毛掸子，都是我们村里老

太太扎的鸡毛掸子。

徐怡恒录音：没有染过色吗？

王艳艳录音：没有染过色。

徐怡恒录音：不是艺术家而是普通的老太太自己扎出来的？

王艳艳录音：我们是一个小村庄，张麻湾村。

徐怡恒录音：在最原始的土地上就能有最美好的艺术发生。你看到以后才知道它有多

么的美妙，如果我妈从小用这样的鸡毛掸子打我的话，我就不会难过了。

北京市退休干部陈伟民录音：这不是用品，这是摆件，是美丽的摆件，多好啊这个。

尽管单把掸子百元起步、高档品达几千元，但在这次博览会上，张麻湾带去的 157 把

参展样品，两天内销售一空，销售额 3 万多元。很多来北京参展的外国游客，把玩儿着中

国的这个老物件，也是爱不释手。

外国游客录音：（oh,ok...好看，很喜欢 beuitful...）

“张麻湾鸡毛掸子飞上天了！”这是滦南县姚王庄镇十里八村近日谈论最多的话题。一

件村民日常的普通物件，一直沉寂在民间的张麻湾鸡毛掸子，最近在赛事平台中频频“亮

相”，不到半年时间迅速火出了圈儿，先后斩获唐山市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大赛金奖、河北

“冀有好物”之“金牌好物”、2023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铜奖，并受邀参加第十三届中国

旅游产业博览会、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成为滦南、

唐山、河北乃至全国文创和旅游发展的名片。

鸡毛掸子在我国已有 4000 年的历史，它是冀东地区的民间老手艺，也是一道地域劳动

文化的靓丽风景。姚王庄镇张麻湾村扎鸡毛掸子的历史，可上溯至明代。村民习惯在农闲

时节扎掸子，卖钱补贴家用。因其工艺考究、制作精良，致使“张麻湾鸡毛掸子”，在北方

市场上小有名气。

背景音：公鸡叫声。。。。。。

今年 70 多岁的张麻湾村村民刘会英，年轻时就学会了扎鸡毛掸子。为了养家糊口，每

临近年根儿，她就串着各村头的垃圾坑去捡鸡毛。也正应了那句俗语，“捡鸡毛凑掸子”。

最令刘会英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刘会英老伴儿早起骑车赶集去卖掸子，竟然“走丢”了，

本来应该下午回家，但是天都黑了还是没回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固定电话和手机，刘会英

非常着急，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一直等到第四天头上，她老伴儿才回来。原来他是为了

多走几个地方，往远处走走，多卖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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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捡鸡毛凑掸子”的过程艰苦，刘会英和其他村民们，却一直努力坚守着这门老

手艺，因为油盐酱醋、孩子们学费等各种生活开销全靠它。正像她们网络直播时说的一句

话，即使生活是一地鸡毛，也要尽最大努力把生活扎成漂亮的掸子。

如今，姚王庄镇已成为全国有名的蔬菜大镇，张麻湾村村民靠种植棚菜收入逐年增加，

已经不需要再用扎鸡毛掸子维系生计，做鸡毛掸子的生意逐渐淡出了村民们的视野。

然而，年轻的村支部书记刘文豪，却盯上了张麻湾村世代相传的老手艺——扎鸡毛掸

子。他要给看着他长大的奶奶、大妈们铺一条在家坐着赚钱的路。

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文豪录音：（我当时就认为这个产业挺

好，现在并不是人们不需要鸡毛掸子，是我们现在没做出他们需要的样子，我们打算把全

村的人都组织起来，让张麻湾的掸子越扎越好看，通过让鸡毛掸子火带动张麻湾村火，走

出一条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

刘文豪和镇村几个年轻人，组成了“鸡毛小队”，发动刘会英等村里 10 多位老手艺人

“出山”，重操旧业。一门心思把扎鸡毛掸子的老手艺做成文创项目、富民产业。

为此，他们走遍全国各地，寻找最漂亮的“鸡毛”，制作最雅致的手柄。先后从几个省

市，引进“鸡毛”原料，开发出紫光檀、黄花梨、小叶黄杨等多品种多材质多颜色手柄。

研制出长短、大小、粗细、家用、车用、桌用、摆设等 30 多种鸡毛掸子。注册了“张麻湾”

品牌，配套了具有文化创意、适合网络销售的产品包装，满足现代生活中日常家居清洁、

汽车内饰除尘、馈赠礼品、装饰摆设、婚礼用品等多种用途。

产品升级了，打开销路成了一个新问题。刘文豪看到抖音直播间各网红为农民直播带

货很火爆，决定自己也试试，今年 5 月 8 日 13 点 20 分，刘文豪打开新注册的张麻湾村抖

音账号，上传了村里 72 岁刘会英大妈扎鸡毛掸子的视频，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半小时后，

刘文豪又打开抖音，发现账户粉丝涨了 2000 多，短短 41 秒点击量超过百万。网友的点赞、

评论信息已经爆屏。 两小时后，涨粉 5000+，点击量突破 500 万……刘文豪领略了网络用

语“分分钟”的神奇。

从此，张麻湾手工鸡毛掸子开始爆火网络，一发不可收。今年 6 月 12 日，刘会英扎

鸡毛掸子的视频点击浏览量达到 1269.2 万次，评论 1.6 万条，账户粉丝突破 1.2 万。

刘文豪录音：（很多人看着鸡毛掸子有一种情怀，但是还有一点，他这个鸡毛掸子跟

以前的有区别，它的扎制过程包括扎完了卟呤卟呤的那个效果，它不像以前那种炸了毛的

那种鸡毛掸子，这是我们刚开始拍的视频，这条视频是 12 万的点赞，是 8 千多条评论，很

多评论里头啊 ，很感动，有的是他爷爷奶奶可能以前扎制过，可能爷爷奶奶都不在了，还

有一个，可能这个人已经四五十岁了，就是他妈打过他，但是，他很怀念这种感觉。）

（压混）今年 9 月 21 日，在电视剧《乡村爱情》中饰演谢广坤的东北演员唐鉴军，应

邀在唐山文旅电商直播基地助农直播。价格不菲的张麻湾鸡毛掸子，成为直播间的热销品，

短短 12 分钟，398 把库存一抢而光。“鸡毛小队”的成员为激增的订单和网友的需求忙得团

团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文豪又意外，又自豪。

刘文豪录音：(网络销售给我们基层干部上了一堂鲜活的乡村振兴课。我们从没想到鸡

毛掸子会火这么快，但我们每天都在为鸡毛掸子迟早要火做着准备。这段时间，我们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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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是领奖就是去领奖的路上，大伙都很辛苦，但感觉很有意义。)

如今，年过七旬的刘会英老太太因为鸡毛掸子的传奇故事，一不留神也成了“网红”，

她注册账号开直播，颠覆了人们印象中网络直播平台只是年轻人“秀场”的印象， 网上“冲

浪”毫不逊色年轻人。

刘会英录音：（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扎掸子没成想我还当网红了。扎这掸子吧，我从

心里喜欢，比自己的孩子都心重，我都没想到啊，扎这个掸子，全国都出名了，欢喜、高

兴！）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刘会英们，大半辈子几乎没有走出过本乡本土。她们从来没想过，

年轻时曾用来养家糊口土掉渣的老手艺，有朝一日能登上大雅之堂，拿到各项大奖。提到

张麻湾鸡毛掸子今年 8 月在河北台《冀有好物》节目中闪亮登场，她们依然兴奋不已。

张麻湾村手工艺人高秀荣录音：（你说我这掸子他们拿着去展览，是叫方琼啊，这回

卖的越来越远了，希望出国。我高秀荣可了不得，有名了。有信心，我往好里扎！）

鸡毛掸子带火了“张麻湾”品牌，致富了乡邻。不到半年时间，张麻湾村集体收入增

加 70 多万元，从业者每月增收 3000 多元。在姚王庄镇党委的引导和扶持下，镇里开设了

助农创业课，组织镇村干部进行专业文创设计技能培训，帮助村里的特色产品搞文化创意、

视频编辑、撰写视频广告的文案，协助村民提高产品质量，铺好了鸡毛掸子乡村特色产品

的走红之路。

如今的张麻湾手工鸡毛掸子，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清洁工具，更成为了寄托家乡情怀的

旅游文创产品，已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近又引进了野山鸡品种，增加鸡毛品

种和原料，拓展产业链，以特色鸡毛掸子为基础，开发羽毛类衍生品，让更多的人感受中

国传统手工艺之美。

姚王庄镇党委副书记张杰录音：（比如说逗猫棒啊啥的，这个东西比他的附加值还要

高，一根羽毛都卖一二百，也有人买，年轻人可能喜欢做，把年轻人吸引过来，你得想办

法，一个是从产值上效益上让他看到赢利点，还有呢就是让他感兴趣，编那个捕梦网，挂

车上的那种挂饰，包括那天那个评委跟咱们说的 cosplay。实际上最后发展的就不是说光鸡

毛掸子，鸡毛掸子是咱们传承的点，然后对于守正创新，往外延伸羽类产品，所有跟羽毛

相关的产品，包括胸针，可能卖的比这个还贵。）

目前，姚王庄镇张麻湾村正在着手筹备建设一个省市首座集研发、加工、文创、展示、

研学、体验、直播带货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手工鸡毛掸文化传承产业基地,并以老带新，吸纳

更多的年轻人和残疾人加入, 以文化振兴引领特色农业、文旅产业发展、反哺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姚王庄镇党委书记郑晖录音：（张麻湾手工鸡毛掸项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遗项目，

也是一项文化产业、富民工程。是由镇党委和张麻湾村党支部共同谋划的项目，采用“政

府+集体+公司+农户”四位一体的市场化运营模式，通过传承和聚力推广非遗项目，增加农

民收入，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千家聚翎羽，万彩化霓裳。一把小小的鸡毛掸子，随着岁月的变迁，定格在流年的光

影之间。掸去的是岁月的浮尘，留住的却是浓浓的故乡情缘。鸡毛掸子见证了中国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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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来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见证了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干部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之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