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txt
探寻制衣工艺
□韩如意  姚  勇
参与学校  桐城市北街小学
学生记者  黄美程  陈清华  许文婷   汪  江  叶  伟  叶李澜等
纺织和服装工业，是中国最大的传统产业。它在“全面小康”建设中，担负着实现人民丰衣
足食，以至“美衣美居”美丽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服装行业融入
世界，“中国制造”享誉海外，繁华霓裳的背后，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服装与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一件衣服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服装的面料、设计、制作又蕴含
着哪些学问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我们的身上究竟“穿”着哪些秘密吧？
11月28日下午，来自桐城市北街小学的学生记者代表，走进安徽苏博伦服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博伦），他们走进生产车间，参观设计、样衣、生产、包装等环节，了解每个车间、
每台机器和每条流水线的操作运行，体验智能化生产线和个性化定制，感受了工人们的工匠
精神，学生记者们无不惊叹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

“穿”在身上的高科技
车子缓缓进入了厂区，一排排冬青树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碧绿碧绿的，微风吹拂着树梢，
仿佛招手在欢迎大家。“安徽苏博伦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集专业设计、开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活动在工作人员张叔叔的讲解下拉开了序幕。学生记者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四处张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精美的男西
装，旁边悬挂了一个大屏幕，大家带着满是好奇的心情，忙不迭地涌上前去一探究竟。原来
这是衣镜选款，它可以实现智能试衣、自主选款等诸多功能。往前走，是一个小房间。“
咦，这个小房间是干什么的？”张叔叔讲道：这是3D量尺，利用红外线测距技术，快速准确
地自动生成人体3D模型，同时精确测量出多项身体数据。黄美程不禁感叹道：太不可思议
了，可以智能试衣，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图案，简直太方便了！
科技在迅速发展，苏博伦也由曾经的人工制作，变得越来越智能科技化，走到针织车间时，
董事长黄叔叔讲道，这是由电脑针织机械来完成的车间。这个机器每天可以制作50～60件毛
衣，相当于以前400人手工针织的产量。汪江听了讲解员的话，不禁惊讶起来：400人呐，
400人才抵得上一台机器，可想而知，现在的机器是多么的智能、先进！

神奇！图案会自己跑出来
接下来到了电脑绘图的环节，程序员黄叔叔正在设计图纸，一幅幅样式新颖的图案在电脑上
呈现出来，服装要想卖得好，这可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这相当于人的大脑一样。”
叶李澜好奇地问道：这其中是不是需要编程方面的知识呀？黄叔叔耐心地讲解道，是的，通
过电脑程序，来控制衣服的各个部位。如果你在电脑上画了一朵花，那么衣服上印的图案就
是一朵花。“真神奇，这些图案像是自己跑出来一样，不一会就成型了，机器的工作效率真
是太高了！”高思蓓叹道。“是啊，这都归功于发明家的发明创造，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科
学知识，发明出更先进的机械，这样生产的效率就更高了！”工作人员讲道。
叶伟：当得知一件衣服的制成，有那么多的环节，而且每一道程序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我
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名学生记者，不仅要关心身边的小事，也要把眼界放宽，了解更多的行
业，更要敢想、敢创新。

飞针走线技艺高
往前走，视野变得开阔起来，这就进入了工厂的核心部位———生产车间。这里的工人正在
忙碌着，耳边全是缝纫机“嗒嗒”的声响。看到学生记者们来参观，她们微笑着打个招呼，
可丝毫不影响手中的活。看到一件件衣服在她们灵巧的手中瞬间变化着，一旁看得目不转睛
的学生记者们忍不住大呼“厉害”。
“这里每个小组都有不同的职责，有的缝制商标，有的负责钉扣子……每组负责制造不同款
式的衣服，组里的每个人也有不同分工。”学生记者们在参观过程中绝不是走马观花，他们
时而认真聆听讲解员的介绍，时而看着工人们忙忙碌碌的身影，时而快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
着。
原来一件衣服从布料变为成衣，不是简单的缝纫而已，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学生记者们直
呼“神奇”。“咦，这些打包装箱的衣服是运往哪里的？”黄佳蕾问道。“这些衣服都是送
往欧洲的，许多欧洲国家的衣服都是由中国生产制造的。”原来，这里的衣服不仅只供应国
内，还远销国外呢。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井然有序的工作环境，科学而精
细的生产流水线，工人们娴熟的操作让学生记者们开拓了眼界，做工优良的服装成品更是让

第 1 页



1.txt
学生记者们赞叹。工人叔叔、阿姨们工作的艰辛也使学生记者们懂得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
专心、细心、尽心，要传承工匠精神，全力以赴去做好。正是这种工匠精神，才让“中国制
造”的名片越来越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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