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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技术 试水无人工厂

他进入玻璃门窗行业创业，在产业低谷

时蓄力，产业恢复期加速发展，并在企业快

速成长中率先引入被动式玻璃产品，迎接产

品红利期到来，企业发展再提速。他就是苏

朝贵——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是给员工赋能数字化转型是给员工赋能

数字化转型不能把员工当成机器零
件，而要用自动化、数字化赋能给他们，
让他们有质量地成长。

——vivo影像副总裁 于 猛

向数字化转型，给人“机器换人”的
想象，但整个过程中，最让人触动的却
是以人为本。向数字化转型是通过设备
与技术降低工作的复杂性和对人的要
求，并给员工建立一个良好的发展通
道，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充实，能进
步，有成就感。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 周云杰

员工的热情是企业最好的风水员工的热情是企业最好的风水

每个人都有创新创业的热情和潜能，
只要注意保护和培养，平民会变英雄，外
行会变专家。员工的热情是企业最好的风
水。

——山东豪迈集团董事长 张恭运

创新不如创新感，被消费者感知的
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就叫主观思维
和客观思维的统一。第一个打入消费者
心智中的叫第一，第一个做的从来不叫
第一。

——金蝶软件董事会主席 徐少春

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能够持续百年
的企业，一定有这个基因，就是不断创
新。如果缺少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
伟大的企业，一个长期的企业。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郁 亮

社交媒体种草已成为现代竞争标配，
但当别人还在种草的时候，你应该去种一
棵大树。必须把品牌音量拉升到大家都能
耳熟能详的程度，这时大家才会注意到这
棵大树以及树下种的那些草。

——百果园集团董事长 余惠勇

人口增长的红利已经结束了，但是人
心的红利正在展开；流量的红利正在结
束，但是品牌的红利正在展开。品牌才是
长期的红利，品牌持续累积才能享受时间
的复利。

——新天钢集团董事长 丁立国

新一代品牌只有将品牌差异化价值
植入消费者心智，固化价值认知才能产
生护城河，享受复利效应。抢占人心，
抢占线下，是新消费品牌下一阶段最大
的机遇。

——邦邦汽服CEO 龚 托

“心智垄断”公司，是那些在消费者
脑海里，已建立起一种“与众不同”形象
的公司。在消费者心里，这些公司的品牌
已经代表了一个品类。

——海澜集团董事长 周立宸

品牌才是长期红利品牌才是长期红利

技术内生 打造领先折弯加工中心

市场经济不是零和博弈。在市场中，
竞争者不仅是竞争对手，更应是竞合伙
伴，他们的共同利益大过分歧。竞争，体
现在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环境保护、品
牌塑造、社会责任等方面；合作，体现在
执行产业政策、确保市场健康、管理技术
的交流学习等方面。

——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宫玉振

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思想，一流的
思想塑造一流的企业。“小胜靠智，大胜
靠德”，做企业要始终坚守道德底线，既
能赚钱又能守“道”，这样的企业才是好
企业。

——圣农集团创始人 傅光明

竞争者不仅是对手更是竞合伙伴竞争者不仅是对手更是竞合伙伴

企业目标是让员工幸福企业目标是让员工幸福

做企业是为了什么？企业是由人组成
的，最重要的目标应当是让员工幸福，如
果员工不幸福，企业做得再大也毫无意
义。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宋志平

企业对员工来说，不仅是谋生的手
段，更应是“发展”的平台——一个能让
员工施展个人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创造
美好生活的平台。

——龙湖地产原董事长 吴亚军

企业究竟怎样对待自己的员工？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都要沿着不放弃员工、让
员工幸福的道路去找寻答案。企业最终的
成功源于广大员工的努力和坚持，以及企
业与员工的荣辱与共。

——华为轮值董事长 徐直军

技术先行占先机

日前，来自雄安新区的订
单再次花落位于任丘市的河北
荣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荣
达”也因此吸引了众多玻璃门
窗企业的目光。

“我们是京津冀区域先进的
被动式玻璃生产企业，因此很
多高端门窗产品都采用了我们
公司的产品。定位高端，又让
我们拿下多个雄安新区的订
单。”公司总经理苏朝贵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

“此外，保定、廊坊等地的
客户也都是冲着我们生产的被
动式玻璃来的。”

被动式玻璃也称 Low-E玻
璃、低辐射玻璃等，是在玻璃
表面镀上多层金属或其他化合
物组成的膜系产品。其膜系层
具有对可见光高透过及对中远
红外线高反射的特性，与普通
白玻璃、传统建筑用镀膜玻璃
相比，具有优异的隔热效果和
良好的透光性。同时被动式玻
璃还具有保温、避免反射光污
染等诸多优点，因此被称为绿
色、节能、环保建材。

苏朝贵说，被动式玻璃对
远红外线热辐射的反射率很
高，冬季，它对室内暖气和物
品散发的热辐射，就像一面反
射镜，将绝大部分热辐射反射
回室内，保证室内暖气不向外
散失，节约热能。

“我们在引入被动式玻璃技
术前曾做过实验：25平方米的
房子，一间全部采用被动式玻
璃门窗，一间沿用传统白玻璃
门窗，一年时间，电费+采暖+
制冷，费用相差 300元，这样
一对比，我们就有信心了。”苏
朝贵说。

第一年赔了500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荣
达玻璃的产品已覆盖京津冀市
场，成为业内知名企业。但创
业初期却是挫折不断。

“做玻璃，第一年就赔了
500多万元，真没想到能发展
到今天。”苏朝贵说。

做玻璃，苏朝贵是半路出
家。

当年，苏朝贵与伙伴经营
金属热加工企业，由于技术先
进、管理细致，不到 5年，工
厂就在业内声名鹊起。就在企
业快步前进时，他们却主动放
弃市场，转行进入玻璃门窗行
业。

“随着环保要求提升，传统
金属热加工企业必将面临残酷
考验。在市场高峰时离开，给
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去适应新产
业，拓展新市场。”苏朝贵注视
着刚下线的产品。

转型做什么？
这成为当时苏朝贵和伙伴

们常常问自己的问题。通过市
场考察，最终他们将目光对准
了玻璃门窗行业。

“作为建材的主要下游产
业，当时国内房地产行业已经
快速成长起来。同时，建筑门
窗产业作为任丘特色产业之一
也在快速成长中，为我们进入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苏朝
贵说起当时想法。

2014 年，荣达玻璃诞生，
主要生产传统白玻璃产品。

可没想到的是，公司产品
刚一入市，就受到了当头一
棒。房地产业进入调整期，玻
璃门窗产业紧跟着进入多年不
遇的低谷。

第一年，工厂就亏损 500
多万元，但苏朝贵和伙伴们没
有放弃。

无知者无畏，同行这样形
容苏朝贵。“刚进入玻璃门窗行
业，风险固然存在，但在低谷
时进入，恰好给了我们快速成
长为强者的有利条件。因此，
在别人限产退出时，我们扩
产，同时提高管理和技术储
备，为产业向上时备足弹药。”

一年销售10万平方米

很快，市场转暖，荣达玻
璃顺势爆发，第二年就成为当
地主要玻璃制品企业。

2016年，荣达玻璃继续高
歌猛进。令人不解的是，在当
时市场一片繁荣时，他们却看
上了当时无人问津的被动式玻
璃。

“2016 年之前，我都没听
说过什么是被动式玻璃。”苏朝
贵说。

当年，在高碑店市参加一
房地产展会，苏朝贵一眼就被
一栋新颖的住宅吸引了。经过
一番了解，他发现整套房子都
采用了被动式玻璃门窗，保
温、隔热，是未来环保建筑的
发展趋势之一。

嗅觉敏锐的苏朝贵一下就
发现了新商机。

“当年引进，当年投产。”
现在说起来轻松，过程却充满
艰辛。

由于没有可生产经验，荣
达玻璃在生产被动式玻璃初
期，还是采用传统白玻璃生产
工艺。结果，第一块被动式玻
璃就出了问题。

“被动式玻璃刚下线，工人
们就用手去摸。坏了！留下了
手印，怎么洗都洗不掉！安装
前想用水清洗一下，更坏了！
自来水一冲，玻璃变色了，灰
蒙蒙的像磨砂一样……”一连
串的打击令苏朝贵和伙伴们一
筹莫展。

没办法，推倒重来！“请业
内专家从头培训，原来玻璃表
面镀上了多层金属或其他化合
物，不能用手触碰；膜中金属
与水中离子反应，得用纯净水
冲……”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工
艺重置，被动式玻璃在荣达成
功下线。

第二年，市场就给了苏朝
贵惊喜。“我们的被动式玻璃一
年销售就超过了10万平方米。”

如今，公司的第二条生产
线已顺利投产，靠创新抢在市
场前面，让荣达玻璃占尽先
机。

““被被动动””变主动变主动 创新迎红利创新迎红利
本报记者 吴 梦

在汉智公司的车间内，上料机
器人等设备悄然与折弯加工中心站
在了一起，只见张雪宁按下启动按
钮，整条生产线缓缓启动。

从料库取料，上料机器人将
板材放入折弯加工中心，加工好
的钣金被输送到下一道工序。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无一名工人
参与其中，让人初步领略到无人
工厂的魅力。

“这是我们正在尝试打造的无人
生产线，实验成功后，可复制推广
建成无人工厂。”张雪宁一脸兴奋。

同样的场景，也在另一家沧州
企业——河北豪威电器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上演。

伺服线、激光上料机、激光切

割机、全伺服折弯机……
如今，以汉智为代表的沧

州机箱钣金企业又开始了新的
转型——试水无人工厂，以实现
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现在制造企业运营成本占比
最高的就是人工支出，招工难成
为普遍现象，机器代人是大势所
趋。”张雪宁说，“同时，智能设
备生产企业先天具有技术优势，
可以通过技术升级不断提高产品
的智能化，代替工人完成生产，
因此以设备为依托，进而打造无
人生产线，最后推出或建设无人
工厂，成为产业发展最优选项之
一。”

在看好无人工厂市场的同时，

豪 威 公 司 还 在 打 造 钣 金 产 业
“云”——钣金生态圈。

“我们正在与河北大学等高校
合作，共同打造钣金产业‘云’。
以青县机箱钣金产业为基础，通
过云技术，整合沧州市的钣金产
业资源，以提供技术、解决方
案、产业实践服务等，推动钣金
产业与数字产业融合，实现产业
创新升级，重塑产业新格局。”张
雪宁说。

以中电信普、汉智、豪威为代表的我市机箱钣金企业，依托产业优

势，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推出业内领先的工业打印机、折弯加工中心

等多款钣金智能生产设备，引领产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制造转智造制造转智造 机箱产业迈入机箱产业迈入““芯芯””时代时代
本报记者 吴 梦

日前，在青县河北中电信普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内，工人们正
在熟练地组装全升降智能工业打印
机，这是中电信普去年新推出的一
款工业打印设备，目前市场已经覆
盖北京及西安、杭州等地市场，并
深受业界认可。

“我们这款工业打印机主要针
对国内钣金广告市场，而且它采用
微电子智能控制技术，实现了钣金
产品的全自动彩印，此外设备作业
时可以实现高喷和大幅升降，深受
客户欢迎。”公司总经理刘文普介
绍说。

中电信普原是一家普通的机箱
企业，以生产钣金和钣金模具产品

为主。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不断
推进，刘文普和管理层越来越意识
到，智能制造成为产业发展大势所
趋，为此，几年前企业开始向智能
制造转型。

利用技术优势，中电信普首先
在轨道交通领域突破，在业内推出
多款智能轨道交通控制箱，目前产
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地铁、轻轨的运
营、建设中。

在 做 好 轨 道 交 通 产 品 的 同
时，他们又开始研发智能工业打
印机。

“我们作为传统机箱企业，对
钣金印刷需求广阔，但传统的丝网
印刷方式效率低、价格高，越来越

不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因此从行业
痛点出发，我们发现了市场新蓝
海。”刘文普说。

很快，中电信普就推出了首款
智能工业打印机。“传统丝网印刷
机一次只能印刷一种颜色，如果碰
到彩色图，机器就要一遍遍印，
效率就像牛拉车，客户可等不
及。我们的智能打印机，实现了
多色全自动印刷，一套彩图一次印
刷完成，效率提高了多少倍。”刘
文普详细讲解。

后来，根据户外广告特点，他
们又进一步改进，实现了产品高喷
和大幅升降功能，让客户用起来更
加得心应手。

前不久，河北汉智数控机械有
限公司生产的新型折弯加工中心下
线并交付客户，公司总工程师张雪
宁表示，这款折弯加工中心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将帮助机箱钣金企业
的智能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

此次交付的折弯加工中心属于
五轴加工中心，可以完全替代传统
折弯机，并实现了大型板材的全面
加工，效率是传统设备的 3 倍以
上。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升
级，机箱钣金加工产业对智能制造
设备的需求日益迫切。之前，各家
机箱钣金企业普遍使用小型折弯机
进行钣金折弯处理，一些多边造型
和箱体造型，需要多道工序连续加
工，效率低不说，且很难对大型板
材进行加工，制约着产业进一步发
展。为此，汉智公司从 2018年开
始筹划研发五轴折弯加工中心。

在折弯加工中心研发过程中，
汉智公司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应用到产品开发中。

“我们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技术，先后攻克了同步控制等多个
难点、要点。”张雪宁打开加工中
心围栏。

根据加工产品不同，加工中心
内多组刀具同时工作，最多时会有

23 轴同时联动，因
此同步控制异常复
杂。

“为攻克同步控
制这一难点，我们开
始尝试加入智能控制
模块，首先通过不断
模拟各种工况，让控
制单元熟悉各种工作
场景，然后让其自主

‘学习’，逐步实现 2
轴、3轴……同步控
制，最终实现了 23
轴共同工作时的同步
控 制 ， 且 运 行 稳
定。”张雪宁介绍说。

攻克了同步控制
难点，折弯精度、弯
形量等难题又接踵而
至。

“为攻克折弯精
度、弯形量等难题，
我们引入了大数据等
先进技术，其中要解
决弯形量就要拿到不同材质的板材
钢性等物理参数，为此我们和钢
材企业合作，拿到不同板材的物
理大数据，同时我们还进行了海
量实验，通过不断积累产品加工
数据，进一步校正数据差，以喂

饱我们的数据库。”张雪宁打开控
制系统。

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加
持，汉智公司的折弯加工中心一推
出就受到市场欢迎，目前已在江苏
常州等多地落户。

智能打印机调试生产智能打印机调试生产（（资料片资料片））

被动式玻璃自动生产线被动式玻璃自动生产线（（资料片资料片））

智能轨道交通控制箱生产一角智能轨道交通控制箱生产一角（（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