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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 2 月 22 日电
（记者马姝瑞、汪海月）总长约
15 米的电脑绣花机上，48 根
绣花针同时飞速跳动，穿针引
线之间，珠片在白纱上织成一
幅幅美丽的花朵图案……春
暖花开，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
区丁集镇，几台这样的电脑绣
花机在新时代婚纱厂此起彼
伏地发出轰鸣声，洁白浪漫的
婚 纱 就 这 样 完 成 了 一 道 关
键步骤。
　　“正在绣的这幅花样总针
数有 81376 针，把花样输入电
脑后机器就自动开始绣花，最
多可以进行四珠六片的刺绣，
效率非常高。”新时代婚纱厂
绣花车间工作人员杨道飞说。
　　位于大别山区的丁集镇，
有着 400 余家婚纱礼服生产
经营企业、100 余家婚纱辅料
制造企业，以及 600 余家婚纱
礼服电商销售店铺，超过 1.5
万名相关从业者，打造出年产
值 24 亿元、出口总值 1 亿元
的“甜蜜”产业。
　　“我们粗略统计，今年以
来全镇已发出婚纱礼服超过
40 万件，企业都在抢订单、赶
工期，预计今年市场会有明显
的回暖。”丁集镇党委副书记
黄敏说。2022 年，全镇发出的
婚纱礼服数量近 500 万件，平
均每天有 1.3 万件婚纱从这里
发出。
　　距离丁集镇 400 多公里
的苏州虎丘是全国主要的婚
纱产业基地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大批丁集人前去打工。
随着苏州婚纱产业的转移，以
及六安当地招商引资政策的
吸引，越来越多丁集人返乡创
业，新时代婚纱厂负责人许昌
应就是最早一批返乡创业者
之一。
　　“包括原创设计、机器绣
花、缝制成品、定制加工等，我
们已经在丁集建起了一条龙
式生产经营链条。”许昌应说，
今年正月以来订单量明显增
多，手里已有的订单就排到了
三月底，“这些订单除了在国
内销售外，还有不少要供给广
东、上海、苏州的外贸企业。”
　　为了更好地发展婚纱产
业、打造婚庆文旅品牌，丁集镇规划建设了占地面
积 3.15 平方公里的“中国·丁集婚纱特色小镇”，将
婚纱产销、婚俗文化、婚纱摄影、走秀展示等汇聚
于此。
　　走进已经建成的“中国·丁集婚纱特色小镇”一
期丁香园，37 岁的蒋厚会在这里经营着自己的“锦
慧高端婚纱礼服店”，在她看来，承载着人们美好祝
福的婚纱已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注重添加时尚
元素、融入文化寓意。
　　“一款婚纱能卖三五年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了。比如我的这家实体店，开业不到三年已经陆续
更新了几百款婚纱，还上架了近年来特别受欢迎的
秀禾服等中式婚服，无论是整体设计，还是材质、图
案、颜色等细节，几乎每个月都有变化。”蒋厚会一
边整理着店里的婚纱样品，一边详细解释说。
　　从业十余年，她最大的感受是市场的不断转
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机遇。
　　“以前人们可能会租一套婚纱用来拍照，但现
在很多年轻人愿意购买婚纱留作纪念。婚纱的穿着
场景也越来越多，除了婚礼之外，结婚登记、旅拍摄
影、周年纪念等都可以穿，这也让婚纱产业有了更
大的市场空间。”蒋厚会说。
　　黄敏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丁集婚纱特色小
镇”内可以容纳约 200 家商户的二期百合园已经建
成，并增添了休闲、生活等配套设施，让特色小镇的
文旅功能更加完善。
　　“未来，我们还将谋划建设三期项目，为产业发
展拓展空间，同时策划推出文化旅游线路，打造婚
纱文化长廊和婚俗文化秀场等，让婚纱特色产业更
加缤纷多彩。”黄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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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办事群众及企
业“多头跑”问题，江西省高安市高标准建成“全链
条、一站式”市民中心，原来分散在新老城区的 1 0
多个专业办事大厅全部撤销，统一归拢。市民中心
设置税务、民生、不动产等 1 0 大服务专区，进驻 38
个部门，设立 1 72 个办事窗口，进驻 969 项审批及
服务事项，推开市民中心一扇门，便可办成所有事。

（周亮摄）

江 西 高 安 ：

市民中心一站服务群众企业

本报记者王俊禄、顾小立、郑梦雨

　　千年永宁江，犹如一条绿色的玉带，流经
浙江黄岩的心脏，汇入东海碧波。澄江如练，
滋润两岸瓜果飘香，驰名中外的黄岩蜜橘，成
为无数人的美食记忆和乡愁味道。
　　与蜜橘同样声名显赫的，是台州市黄岩
区的模具产业，其在技术水准、产业规模、市
场份额等方面领先全国，为黄岩区赢得了“中
国模具之乡”的称誉。
　　从牙刷、垃圾桶、小家电，到飞机、动车
组、航天器……这些或贴近生活或高端无比
的产品，都离不开一种东西——— 模具。
　　模具，号称“工业之母”，制造业的效率高
低，全赖于这一个个模子的水平。模具之于制
造业，产业带动比约 1 ：100 ，即模具产业规
模增长 1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 100 亿元的
增长。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不产钢材、
不产塑料、基础为零的黄岩，几代模具人用自
己的汗水和智慧，书写了一个行业的传奇。
　　然而，模具行业本身，却一度被“装在模
子里”，有着难以突破的框框———
　　比如，行业舢板多、巨轮少，亿元企业
凤毛麟角，被称为长不大的“小老”行业。

《新华每日电讯》曾在头版头条报道，10
年前（2013 年），黄岩模具有从业人员 5
万多人，行业产值 135 亿元。即便最好的
企业，产值到了 1 亿元左右，就再也做不
上去。
　　比如，低端模仿多、创新少，一拥而上后
剩下一地鸡毛，依赖拼价格、抢订单难以为
继……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这个制造业重镇，扑
面而来的是行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新
气象，去年亿元以上模具企业已有 21 家，有
的年完成订单超 10 亿元，“草根”已然长成

“森林”。
　　模具企业如何“脱胎换骨”，行业巨变如
何悄然发生？记者在蹲点中向代表性人物探
寻答案。

韧带拉满，力破“羸弱”之困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做企业也是。”
　　梁正华酷爱长跑。每天早上 5 点起床，
跑上 10 公里，带着肌肉的兴奋感投入一天
的工作，“每天跑步，可以保证我精神百倍地
工作到晚上 11 点。”
　　他的助手告诉记者，如果下雨天，梁总会
在房间里转圈跑，确保一天不落。
　　梁正华是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董事
长。凯华模具，也是黄岩模具企业从小到大再
到强的一个缩影。
　　出生于黄岩山村，求学于浙江大学，成
长于黄岩重型模具厂，创业于世纪曙光时，
人生的每个阶段，梁正华都有着极强的目
标感。
　　 2000 年，梁正华创立凯华，专注于大型
注塑模具，也实现了第一个职业梦想——— 当
总经理。
　　公司起步阶段十分稳健。2004 年，凯华
模具出现在德国专业展会上，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模具行业的崛起。凯华专注大型注塑模
具，这也是黄岩模具的最主要产品形态，赛道
拥挤、竞争激烈。
　　从无到有，凯华在该领域拥有 200 多
项 国 家 专 利 ，多 款 产 品 获 评 国 家 级 新 产
品、国家火炬计划。2017 年，凯华敏锐地
嗅到了“轻量化、短周期、低成本”汽车成
型技术发展的主流趋势，定下了智慧工厂
的主调，进行了生产和管理的全面数字化
改革。
　　用了 15 年时间，凯华做到了注塑模具
领域的前三——— 梁正华的第二个梦想就此
实现。
　　梁正华小时候放牛，牛跑丢了要挨揍。老
家的山海拔 500 米高，让他明白均匀呼吸、
控制节奏的道理，有时候慢就是快。
　　在“慢”下来的那几年，凯华先后聘请
精益生产管理和价值工程项目方面的专
家，从生产全流程到研发设计进行全面诊
断。梁正华还动员全体员工，参与找出企业
存在的“九大浪费”，分别对应企业在研发、
品控、制造、供应链、研发项目等方面的短
板，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不断优化，创造价值
最大化。
　　如今，凯华已成为国内大型注塑模具行
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注塑模
具企业之一，被评为国家级专精新特“小巨
人”企业、浙江省制造业“隐形冠军”、台州市

“未来工厂”试点企业等。
　　“模具行业的平台还是太小了。要实现做
大做强，需要向上下游延伸、向关联产业拓
展。”为实现第三个梦想，他积极拓展发展半
径，以汽车模具产业为起点，不断开拓市场，
将战略蓝图延伸至家电医疗模具产业、物流
模具产业和家具用品模具产业，从永宁江畔
走向全球化发展。
　　凯华的规模也在不断拓展，去年完成订
单价值 11 亿元，销售模具 3200 套。虽然面
临疫情影响和全球经济波动，凯华的网络架

构却在逆势拓展。去年，凯华模具在新加坡、
美国、中国香港成立子公司；2023 年，凯华
将重点布局德国和泰国。
　　凯华的企业标识是蜂鸟。梁正华希望，企
业能像蜂鸟一样专注，专注高精尖，以技术领
先取胜。
　 　 从 引 进 先 进 的 智 能 化 设 备 ，到 上 线
SAP、MES 等数字化管理系统，再到布局柔
性产线，正如所追求的“Speed and Pas-
sion”那般，凯华这只“蜂鸟”专注品质，向全
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输送精良产品，用智
能制造作为抓手，实现逆势增长。
　　“诚实是我最真的笑脸，坚定是我蓬勃的
翅膀。千锤百炼风吹雨打，世界一流是我骄傲
的回答……”
　　这是梁正华动手作词的《凯华之歌》，朗
朗上口，员工时常在休息时间传唱。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忍不住抛出了心中
的疑问。
　　“华是梁正华，凯是谁？”
　　“凯是我儿子梁凯，在斯坦福大学读机械
工程。”
　　“所以，是希望凯超越华，还是未来的目
标需要儿子一起实现？”
　　“我把目标定在 2050 年，进入相关多个
细分领域世界前三。你看我这身板，可能不需
要等到下一代，我就能完成！”

“黑马”崛起，打破“塔尖”之困

　　“一个优秀企业不是做今天，是做未来
的。”这是精诚时代集团董事长梁斌见到记者
后，谈及最多的“未来论”。
　　而面向未来的“杀手锏”，梁斌认为是创
新这一“工具箱”。
　　 20 年前，PC 中空板市场兴起，但当时
只有欧美企业能生产设备，国内企业引进一
套设备需要花费几千万元。经过埋头研发和
技术攻关，当时的精诚公司突破了技术瓶
颈，生产出了第一套国产设备，将售价降至
300 万元。一时间，订单像“雪片般飞来”，公
司一跃成为 PC 中空板设备的行业标杆
企业。
　　 2006 年，精诚时代集团成立。当时流行
的名称是某某科技公司，但梁斌颇有野心地
将集团名字定为“精诚时代”———“至少在某
些细分领域，要有属于我们的时代”。
　　再次以一己之力，牵动整个行业，发生在
17 年后的 2020 年，疫情蔓延时期。
　　彼时，熔喷布需求井喷，价格从每吨两万
元飙升至七八十万元，单单在当年 4 月头 10
天内，该集团接到的订单就达到 300 套左
右，是上一年生产总量的 6 倍。
　　然而，能生产高端熔喷布生产线的厂家
并不多，精诚时代一度占有了 80% 以上的
份额。精诚时代，成为全国同行追捧的“明
星”。

　　“其实，相关技术精诚 10 年前、15 年前
就开始摸索了。”梁斌表示，虽然是非常小众
的项目，看起来也没什么用，但恰是在关键时
刻发挥顶梁柱作用。
　　“幸亏我们有过去的技术储备。”梁斌补
充道。
　　熔喷模头是生产熔喷布的一种关键设
备。一套平时卖 100 多万元的熔喷模头，当
时已涨到了 400 多万元。
　　精诚被列入防疫物资相关装备重点企业
名录。为了快速扩大产能，企业投入 3000 多
万元，从国外购入十台新设备，组建技术攻坚
小组，所有员工 24 小时轮班，并与周边模具
企业协作生产。黄岩模具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同行们形成了高效协同。
　　“我们生产口罩用材，但连自己员工也找
不到口罩戴。为确保技术攻关进度，大家在车
间里支起床板，最终比原计划提前两天解决
了技术难题。”精诚时代集团副总经理陈福蓬
回忆说。
　　调整模头工艺，涉及电镀、磨床、打光等
20 余道工序，放在以前至少要半年时间。面
对挑战，企业紧急抽调设计、生产等骨干员
工，对模头进行了上千次的技术改良，突破了
薄膜平整这一行业技术难点，确保了订单按
时交付。
　　精诚还把“未来论”传递给下游产业链。

“到了 5 月份，形势急转直下，预计产能饱
和，公司反过来劝阻客户，不要再买精诚的产
品，不要再往里投资了。”梁斌说。
　　这些年，精诚时代把攻克“卡脖子”技术
作为创新研究的主攻方向，自主研发了模流
仿真技术、熔喷模头等多项核心技术，据此开
发的“轻量化材料精密挤出成型装备”“高精
度熔喷非织布模头+喷丝板集成装备”等多
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挤塑行业空白，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
　　在精诚时代新品展厅，展出的智能纳米
调光薄膜吸引了记者目光。
　　 20%-99% ，记者点击按钮一两秒后，
一块浅色透光玻璃就变成了深黑色。据介
绍，利用智能纳米调光薄膜技术，相当于让
纳米排列成“百叶窗”，可广泛应用于建筑、
汽车、高铁、航空等领域的智能玻璃，如阳
光房玻璃、飞机悬窗等，能够让玻璃实现调
光、控温、节能等多功能。这一新材料刚一
落地，已有不少新能源汽车企业纷纷“抢
单”。
　　“无论品牌多好，关键在于贴合市场、技
术领先。”陈福蓬认为，这是企业能一直占据

“塔尖”的核心竞争力。
　　新的一年，精诚时代确立了自己的发展
目标：保守估计增长 30%。
　　面对同行们纷纷竞逐新能源风口，梁
斌有着自己的判断：“这个时代是透明的，
就看你怎么把成本管控得更精细、品质更
过硬。”

壮大集群，驱动“链条”提质

　　今年元旦，央视跨年晚会在黄岩举办，
现场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舞台，通过黄岩
模具产品得以呈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模
具之都”的新风采。
　　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黄岩模
具逐渐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造迈进，从低
小散的块状经济向高精尖的产业集群转
变，形成功能齐全、专业化程度高、配套体
系完善的产业链。模具制作已经成为黄岩
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黄岩的一张金
名片。
　　尤其新时代十年来，黄岩模具产业总
产值从 135 亿元增长到约 250 亿元，模具
装备数控化率高达 90% 以上，为全国
最高。
　　据黄岩模具行业协会统计，去年，黄岩
模具行业规上企业新增 23 家，达到 120
家，规上企业销售收入和产值同比分别增
长 10.9% 与 9.8% ；全行业销售收入 155
亿元，产值约 250 亿元。全区 200 多家模
具 企 业 出 口 总 额 2 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2%。赛豪、精诚、凯华、西诺等企业更是
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当地
打造了模具（塑料）产业大脑，推进“产业大
脑+未来工厂”新模式，正成为产业链数字
化转型的利器。
　　“去年，模具行业企业面临着资金流动
性不足、用工成本上升等问题，加上疫情阻
碍了业务承接和市场拓展，给行业造成了
一定影响。”台州市黄岩模具行业协会会长
虞伟炳说。
　　面对困境，大批企业积极蓄势、自救。

“不少企业通过技术改造，采用自动化生
产，转型数字制造，并以管理增效、质量提
升、开拓新渠道等方式努力增加效益。”虞
伟炳表示，特别是政府部门在税费、信贷支
持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惠企纾困政策，
并做到顶格兑现，还组织干部入企精准服
务，全力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提振发展
信心。
　　“眼下，随着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等创
新技术站上风口，高精端模具用途更广，可
以说，黄岩模具前景不可估量。”虞伟炳说，
今年将进一步提升行业服务，增强与模塑
人才培训中心、院校等合作，并组织企业参
加国内外展会，带领模具企业迈向高端，更
上一层楼。
　　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同样在模具
产业链上保持活性、贡献力量。
　　新的一年，台州市大安塑料模具制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卢辉信心满满。这家企业
主要生产日化用品、消杀产品的包装，新一
年的订单已排到 4 月份。
　　面向未来，黄岩智能模具产业集群新
智造试点确立了总体目标———
　　力争到 2025 年，黄岩模具产值规模
达到 500 亿元，基本建成为高端塑料模具
制造基地、智能模具创新基地和新智造“产
业大脑”示范基地，成为具有国际领先和国
内引领地位的世界级智能模具产业集群。

  精诚时代集
团 智 能 化 设 备
车间。
本报记者郑梦雨摄

  精诚时代集团
模具车间。 
 本报记者王俊禄摄

  ▲精诚时代副总经理
陈 福 蓬 向 记 者 展 示 新
产品。本报记者王俊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