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提示】
我市聚焦市域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积极

培育“领跑者”，充分发挥专利带动作用，整合优势
资源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信心是实干出来的信心是实干出来的
素 心

““领跑者领跑者””助力助力
经济发展驶入经济发展驶入““创新创新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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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就“领跑者”

补链条扩容量构建完整产业链

专利赋能提供科技支撑

充气、加压、长时间浸
泡在水中……

在泊头市普惠仪表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智能
水表进行常规“体检”。

这块集20余项专利于一
身的智能水表，直击供水改
造提升和供水智能化推广的

“中梗阻”，打通从水源头到
水龙头的“最后一公里”，
在实现智能物联、精准计量
的同时，大大节约了使用和
维护成本、延长了使用寿
命，成为南水北调置换工程
建设中的“隐形冠军”。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
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发明专利
提升工作，加快提升产业集
群龙头企业发明专利拥有
量，推进重点企业专利转化
运用提质增效。以产业集
群、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为重
点，建立技术供需常态化对

接机制，加强对发明专利转
化运用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帮
扶，提升创新思路转化为知
识产权的能力。

同时，我市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在全市规上工业企业
中开展发明专利清零行动，
通过调查摸排，确定清零企
业名单，开展创新点挖掘、
专利引进、消化吸收等工
作，着力改变部分规上工业
企业发明专利零授权和零引
进状况。

到2025年，力争零发明
专利规上工业企业申报的专
利100%获得授权。同时，实
施中小企业专利护航行动，
推动中小企业专利拥有量得
到较大增长，培育一批创新
能力强、专利价值高、发展
势头猛的“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到 2025 年底，力争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拥有的
发明专利达到1000件左右。

稳经济 促发展 看行动

开栏话：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

我市企业经营管理者正在

承压前行、应变克难，表

现出不断开辟新局面的可

贵韧性与拼劲。

即日起，本报特推出

“爬坡过坎提振信心·对话

沧州企业家”专栏，对话

重点行业领域企业负责

人，传递市场声音、提振

发展信心、激励使命担当。

“你不可能在晴天一下超过 15 辆
车，但在下雨天可以。”深谙弯道超
车之道的著名赛车手埃尔顿·塞纳这
句话，也印证了企业发展的规律，
所有伟大的企业都是会在雨天超车
的赛车手。

起风时、下雨时，所有毛孔都可
以感知到，作为经济“毛细血管”的
企业总是最敏感的。

研究表明，企业家信心是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因素，其信心与 PMI
指数及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明显的正
相关。

国家统计局基本每个季度都会做
一次企业家信心指数统计，200 是满
分，100则是警戒线。

2006年前后，企业家信心指数一
度高达 140 以上，这期间也是我国投
资最旺盛、各种生产要素利用率最
高、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而2020年
以来，企业家信心指数一直徘徊在
120左右，甚至一度跌破100，这两年
也恰恰是经济相对低迷的时刻。

企业的兴衰，既取决于经营者的
运筹帷幄，也始终紧贴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走势和人民的需求，不可能超
然物外。

从政策信号看，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重
申了“两个毫不动摇”。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再次指出：“针对社会上对我
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
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新的规则，也孕育着新的机遇。
那些把握住机遇的人，总能御风而
行。

如果说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至
少有两点是确定的：发展仍然是第一
要务，“两个毫不动摇”必须长期坚
持。想明白了这两点，信心就有了最
大的支撑。

舆论场上，乐观的情绪正悄然升
温。“天如果不亮那就摸黑生存，一
旦看到了曙光就立刻起飞”“宁可被
困难击败，也不要被困难定义”“机
会，藏在不确定性里”……这些信心
论，从更加宏观的视野，让人洞悉趋
势性前景，更为企业家群体增添了信
心。

除了相信“相信的力量”，信心
更要靠一滴汗水摔成两瓣干出来。

不难发现，近年来活得好的企业
都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始终带着危
机感积极转型。

有人说，每一个企业离破产都
只有一步之遥。要提前做好风险控
制，布局资金链安全问题，主动嵌
入到正在崛起的全球产业链中，从
追求短平快的短期主义向长期主义
策略转变，为企业争取更多展转腾
挪的空间。

冲破不确定的迷雾，信心就是前
方那盏灯。

在震荡中重塑，在调整中重塑。
很多时候，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
而是因为坚持了才看到希望。

那些怀揣英雄主义率先冲出迷雾
的人，正在创造属于他们的时代。

暖风频吹，又一个春天来了。

去年以来，我市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抓
投资、上项目、促发展，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构建
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近年来，我市积极整合
优势资源，以一体化、循环
化、精细化、高端化为方
向，依托渤海新区黄骅市、
任丘市两大石化基地，构建
了以石油化工为主导，煤化
工、盐化工、化工新材料和
精细化工为支撑，五化并举
的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格局，产业调整升级成效
初显，化工园区建设不断完
善，为全市工业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转型发展的本质就是迈
向高质量发展。立足新发展
阶段，我市结合自身产业发

展实际，建立全市工业企业
信息化系统，大力实施“入
园升规技改”专项行动，严
格入园标准，严把项目投资
强度、亩均效益。

与此同时，我市在推进
传统优势产业强链条、提品
质的基础上，还大力促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补链条、扩容
量。聚焦生物医药、智能装
备等重点领域，加快实施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
程，围绕打造国家绿色原料
药基地，加快推进相关项目
的建设，构建了“医药中间
体+原料药+制剂”的完整产
业链。大力开展节能环保智
能装备等领域再制造技术研
究应用，突出抓好河间京津
冀再制造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

拉丝、吹胎、封底、爆
口……经过多道生产工序，
原料高硼硅玻璃管在灯工师
傅的手中变成精美的玻璃制
品。近日，在位于河间的河
北明尚德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订单生产正在
加紧进行。

作为河间市工艺玻璃行
业龙头企业，明尚德积极搭
建专业人才输入渠道，不断
创新研发新工艺、新产品，
提升企业竞争力，成为行业

“领跑者”。
近年来，河间市积极发

挥工艺玻璃行业龙头企业
的创新带动作用，着力打
造工艺玻璃产业集群，推
动工艺玻璃制造产业提档
升级，逐步发展形成涵盖

工业仪器、工艺酒具、工
艺茶具等七大类上千种规
格的产品体系。

而支持河间工艺玻璃等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
级，构建资源高效利用、绿
色低碳环保、产业分工协
作、企业共生发展的生态体
系，也只是沧州打造县域特
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
的一个剪影。近年来，我市
围绕企业上市、科技创新两
大主攻方向，通过为轻工行
业“领跑者”企业提供全方
位培育服务，打造集群发展
的领军力量，形成县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引导企业

“小升规”，促进企业兼并重
组，强化产业集群发展的龙
头带动作用。

紧跟政策 双擎驱动

记 者：就在前几天，贵公司主
编的 《装配式育成猪舍建设技术规
范》省级地方标准通过专家评审，这
不仅是公司多年来创新发展的实证，
也对行业进一步规范起到引领作用。
你认为，成为行业引领者的最重要的
因素是什么？

王 振：紧跟政策，顺势而为。
装配式猪舍在 2020年就被立为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这是对我们极大
的肯定。原来建设一个5万头的生猪
养殖场，需要数百人同时施工一年才
能完成，而装配式的猪场，只需要百
名工人施工3个月即可完成。我们称
装配式智能猪场为“交钥匙”工程。
这是企业从单纯设备制造转型为“制
造+服务”双擎驱动的模式转变。

装配式智能猪场不仅能提高猪舍
装配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同时对我
省生猪产业的“六化”（标准化、绿
色化、规模化、循环化、数字化、基
地化）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记 者：老话说“家财万贯带毛

的不算”，对政策的感知和笃信，也时
刻考量着企业经营者的眼光和魄力。

王 振：没错。在 2008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中，我看到了推广生猪标
准化养殖的信号。当时，很多人还在
对规模化养殖进行观望，毕竟这需要
大量的前期投入，而且养殖产业本身
就是风险系数很高的行业。但是你永
远要相信，中央一号文件是最有力的
保障，紧跟政策才能站上风口。

在此前，我一直从事的都是畜牧
装备的销售工作，跑得最多的就是养
殖场。在大量的市场调研和深入学习
考察后，2012年，我跟远在新疆和
沈阳的两位哥哥一起回到沧州，创立
沧州市牧疆南北农牧机械有限公司，
目标是实现自动饲喂设备的国产化。

轻装上阵 知识产权先行

记 者：从销售转向生产，把目
标定为打破国外垄断，你认为能够成
功实现这一“小目标”的最主要原因
是什么？

王 振：自主知识产权是打破行
业困境的不二法门，畜牧装备行业概
莫能外。在创新突破上，多年跑销售
一线了解到的行业痛点是我们的最大
优势。

比如，我们的第一台设备，就是
从优化故障排查做起。那时候自动饲
喂系统多是进口产品，一条生产线上
10余个拐角，一旦出了故障即便厂
家维修人员及时赶到，也需要大量时
间排查故障部位，每多等一分钟，猪
场都要蒙受更大损失。我们将拐角部
分用新材料代替铸造，透明可视并且
增加了传感器，让设备检修更方便、
控制更精准。仅这一条生产线，我们
就拿下了6个专利。

记 者：每个客户使用的痛点，
都是企业可以深挖的创新点。看来，
知识产权先行，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所
在。

王 振：没错，这个产品将人工
减少60%，效率提升40%，实现了智
能饲喂装备国产化，摆脱了严重依赖
进口的局面，也让牧疆南北顺利跻身
畜牧机械行业十强。我们的第一条生
产线当年以成本价给了沧州的一个养
殖户，这条线直到今天依然在用。

再以装配式智能猪场为例，我们
主张“知猪而置”。比如，仔猪出
生、断奶、育肥阶段都需要怎样的温
度、湿度？怎样做到猪舍与外部环境

“隔离”，始终保持适宜的饲养环境？
怎样让这些移动猪舍不对区域造成污
染又能够将粪便回收利用？逐个击破
的结果就是，企业渡过行业寒冬踏上
了高速发展的征程。

同一个“坑”绝不踩第二次

记 者：起步就是中高端，这对
企业发展既是压力更是动力，该如何
保持发展速度？

王 振：生猪养殖看似简单，但
实则是高资本、高投入、高技术含
量、重人才的行业。保持发展节奏的
关键在于“轻装上阵”，做好减脂和
扩容。

我们起步就专注于生猪养殖，在
2014年到 2016年间，又在栏围、料
线、环境控制和清粪等板块实现了自
主生产，产业链不断延伸。 2015
年，我们成立了猪乐道（中国）畜牧

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水嘴、针头等猪
场后期的耗材，整合了 1360多种产
品，配套供应商超 120家。这一年，
我东奔西走跑了7万公里。

与此同时，公司砍掉与高度智能
化、自动化不匹配的部分，比如相对
低端的水泥预制板，生产线从 30多
条直接压缩到4条。这样做，是为了
把更多精力放在科技研发上。近几
年，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从营收的
5%上升到 16%，而公司也在 2020年
实现跨越式发展，完成了 1.8亿元的
订单。

记 者：能够在经济下行的大环
境下取得这样的战绩并保持创新的势
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 振：我们摔过更狠的跟头。
2016 年起，不断有行业内的知名
企业找上门来，顺风顺水的，我也一
度感觉自己无所不能了，每个订单都
想要。而也正是在这时，公司投资了
新的养殖场，为人担保所面临的流动
资金紧张、与集团公司合作的短板逐
渐暴露，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又很
弱，一度站在悬崖边上。

庆幸的是，公司上下对我依然是
支持的，这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刻作出
了最正确的决定——深挖洞、广积
粮、练内功。一方面稳定和提升公司
团队，加大创新力度，另一方面坚持
深耕生猪养殖的设备研发与创新，坚
持从设备生产向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
供者转型，让公司置之死地而后生。

疫情期间，我们也经历了物流不
畅、项目取消、资金短缺，有过“每
一拳都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年轻
不怕失败，怕的是跌倒了不想起来，
同一个“坑”我们绝对不踩第二次，
这让我们一步步走得更扎实。

站在月球看地球

记 者：生猪养殖关系到百姓
“菜篮子”的供给与安全，也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板块，这对企业的创新和
社会责任无疑有了更高要求。

王 振：公司的研发团队承担
省、市级科研项目 10余项，先后取
得知识产权授权 40件，均实现成果
转化落地，应用面积达140万平方米
以上，累计扶持生猪出栏 1000万头
以上。2021年，养殖舍的高效与绿
色建设项目获得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同期，我们主编的家庭农场
建设行业标准也通过河北省质量监督
局批复。也是在 2021年，公司投资
1080万元建设沧县史楼粪污处理中
心，项目占地面积7万平方米，年可
处理畜禽粪污 6万吨、生产有机肥 2
万吨。

记 者：无论是从销售转型生产
还是成立畜牧行业协会，你从创业初
期一直坚持整合资源。那么沧州在发
展畜牧装备行业方面有优势吗？

王 振：畜牧装备行业国内有著
名的“四大州”，即郑州、广州、青
州和沧州，占有国内 70%以上的产
值。在这四强中，沧州的生产门类最
为丰富，畜牧设备生产需要的钣金、
注塑、电控在沧州有广泛的产业基
础，上世纪 90年代走出的大批畜牧
设备销售人员早已遍布大江南北，沧
州在这个行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和发展韧性。

跳出行业看行业，站在月球看地
球，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阅读提示】

在畜牧装备行

业 摸 爬 滚 打 十 余

年，“85后”的王振

带领团队抢占自动

化养殖的风口，整

合本地优势产品资

源共同发力，引领

装配式智能猪场新

风尚。

王振的创业路

上，有过巨头频抛

橄榄枝，有过引领

行业转型的掌声，

也曾有“每拳都打

在棉花上”的无力

感。

高资本、高投

入、高技术含量、

重 人 才 …… 他 坚

信，在这个与民生

密 切 相 关 的 行 业

内，企业除了要有

持续创新的能力、

坚守初心的情怀，

更要有执着前行的

信心。

爬坡过坎提振信心爬坡过坎提振信心··对话沧州企业家对话沧州企业家①①

顺势而为方能大有可为顺势而为方能大有可为顺势而为方能大有可为
————访访河北中农乐道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河北中农乐道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河北中农乐道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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