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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外地不误用手机远程管理泊头

的大棚草莓。泊头新农人宋寿国通过智能

种植和立体栽培的农产品，成了北上广市

场争抢的“宠儿”，一公斤草莓最高卖到

140元，并实现技术输出，带动山东、辽

宁农户增产增收。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创业就选热爱的赛道创业就选热爱的赛道

创业，你心中必须充满爱，对一个想法
的热爱，对建立伟大公司的热情，对伙伴的
关怀，以及试图将爱、快乐和善良融入到商
业模式中。

——大汉集团董事长 傅胜龙

如果你要创业，你的赛道必须让你发自
内心地热爱，并几乎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因
为你必须与比自己更聪明、更有经验、有共
同价值观的人合作，并培养一个小团队和你
共同努力。

——星巴克创始人 霍华德·舒尔茨

创业团队中，大家是平等的，你要了解
伙伴，了解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建立平等的
人际关系非常重要，而不是建立等级制度，
将员工分成领导和下属，而是要打造一个真
正有合作氛围的团队。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陆雄文

创业走到最后就是一种心智的打磨。你
自己被打磨得“接受所有的折磨”，容

“差”度越来越大，再苦再累的事也都不算
事时，你就能无限接近成功。

——双童公司董事长 楼仲平

我们总把管理当成是控制，这是不对
的。管理的本质是激发他人的潜力和欲望，
释放他的动能，让他从“逼他做”到“自己
要做”，才叫作管理。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宋志平

管理带团队，首先是教育、培训。纯粹
地管人很难，但你可以“管心”，改变员工
的心智，用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影
响他们。

——上海老椅子公司合伙人 吴 强

对于任何有意追求卓越的组织而言，最
终都必须过“组织”这一关：要从“个人激
情”“一拍脑袋就干”的个人英雄主义造就
企业增长神话，转向建设“制度理性”“组
织能力”，驱动企业自发地、自然地持续打
胜仗。

——华为公司总裁 任正非

管理的本质是激发管理的本质是激发潜力和欲望潜力和欲望

创新不是技术、不是设计，甚至都不是
发明，其实是一种思维。唯有你形成一种创
新的思维，你的经营和管理活动才可能是创
新的，因为你会追求与众不同的差异化。

——比亚迪公司总裁 王传福

很多企业专注技术创新，如果技术最终
不能服务于市场，那这个技术仅仅只是一
半，没有实现闭环。技术是为市场服务的，
为市场而创新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商业技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
俏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领导企业进行创新
的是企业家，企业家敏锐的创新意识来自长
期实践观察，专业眼光、市场嗅觉与行动能
力，这些都需要长期的修炼。

——万帮数字能源董事长 邵丹薇

创新是一种思维创新是一种思维

“空中草莓”受宠

4月 23日，济南。正在参
加农业农村部有机肥推广会议
的宋寿国，在会议间隙不忘拿
出手机，查看200多公里外泊头
市子渔驿站生态家庭农场大棚
内草莓的生长情况。

温度高了，他通过手机控
制大棚打开天窗，进行通风降
温。

发现土壤中水分不足，他
又打开滴管系统，自动补水补
肥。

除了能通过手机实现智能
种植，宋寿国的大棚，外观与
普通温室看上去无异。走进
去，却别有洞天。

棚中，绿意盎然，一颗颗草
莓掩映在绿叶间。让人眼前一亮
的，是这些草莓都长在架子上，
远远望去，像一颗颗镶嵌在空中
的红宝石。

“2019年，我就开始探索智
能种植和立体架式栽培模式，
开始时是在大棚土墙上装上生
长槽。后来，又引入了A字栽
培架，将整个棚室都发展成了
无土立体种植。”宋寿国介绍，

“采用这种方式，一个棚可以种
2.5 万余棵草莓苗，而正常土
培，一个棚最多能种 1万余棵
苗。”

普通草莓种在地上，汲取泥
土中的营养。这儿的草莓“飘”
到了空中，靠啥来生长呢？

扒开茂密的叶子，露出来
草莓生长的“温床”。

“这是用泥炭土、椰糠、珍
珠岩混合做成的基质，不仅健
康卫生，而且保肥水、透气性
好。”宋寿国说，草莓不接触土
壤，就可以少吸收土壤残留病
虫害。

如今，农场的草莓成北上
广市场争抢的“宠儿”。

智能种植提升草莓品质

宋寿国曾在乡镇做过多年
的农技推广工作，看到当地果
农不挣钱，就想为大家蹚出一
条新路。

为此，宋寿国创业试种起
草莓。

第一年，宋寿国采用有机
水果种植技术种了3亩草莓，成
熟后推向北京市场。“我们的红
颜草莓在新发地市场一亮相就
受到消费者欢迎，140元一公斤
不够卖的！”

初试牛刀，让宋寿国信心
大增。

第二年扩大规模，很快发
展到 30 亩，但问题也随之而
来，规模种植耗费人工，工人
少，工时贵，一下难住了他。
同时，大规模种植管理繁琐、
技术要求高等问题也日渐显
现，让宋寿国头痛不已。

为此，宋寿国开始探索智
能种植和立体架式栽培模式。

“通过立体栽培和智能种
植，管理问题迎刃而解，平时
我一人就能管理整个农场的草
莓，只有修剪时才聘请工人，
产品品质也得到保障。经过几
年实践，我们的草莓已经在

北上广市场很受宠，一公斤
最高能卖到 140元。”宋寿国笑
着说。

除了立体栽培和智能种
植，宋寿国还引入了水肥一体
化技术。

利用滴灌设施，草莓灌溉
还实现了水、肥、药一体化。

“药剂是微生物菌剂，可以治
菌。肥料则是用来增强植株免
疫力的。药、肥兼施，能实现
又治又补。”

研发生物有机肥、深海鱼
蛋白有机水溶肥，利用富含氨
基酸的红糖提高根系活力……
为了提升草莓品质，宋寿国花
了不少心思。

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

一个人、一部手机、一条
视频，没事时，宋寿国还会在
棚里录制讲课视频，发到视频
平台，他成了备受欢迎的“宋
老师”。

“由于管理盲目，不少农户
棚中经常出现死苗、蔫苗、断
茬等情况，产量受损严重。”这
些年，遇到问题，农户们都习
惯向宋寿国求助，希望他第一
时间查明病因，指导生产。

但时间和距离却是不小的
制约，幸好，网络的便利破解
了这个难题。借助图片和小视
频，宋寿国开始尝试将课堂从
地头搬到手机上，远程遥控，
查看苗情，指导管理。

“有时候是我自己拍，有时
候是农户们拍。虽然手法朴实，
但是内容都是咱田间管理的干
货。”宋寿国说，一条视频时间
大约 10多分钟，主要就是田间
问题的解答及如何增产增效。

没想到，这一尝试收获了
意想不到的结果。

“每条视频放到网上不到 1
天，观看次数就能达到几万人
次，还有不少农户留言提问、
互加好友。”由于视频内容干货
满满，他的粉丝也由最初的十
几人增长至10万余人。

关注的人多了，宋寿国开
课的劲头也更大了，并有了模
式复制向全国推广的想法。

说干就干，很快宋寿国以
技术入股，开始在全国推广自
己摸索的立体栽培和智能种植
模式。

很快，子渔驿站生态农场
的种植模式在丹东、秦皇岛等
多地落户，帮助当地农户实现
了增产增收。

现在，宋寿国又有了新想
法，按照有机农业发展模式发
展富硒农业，在继续种好草莓
的同时，发展西红柿、樱桃等
品种，用高品质产品对接沃尔
玛等品牌商超，打造知名农业
品牌，带动更多农户增产增收。

“经过 4年的实验，今年农
场的樱桃将进入盛果期，如果效
果不错，明年我就开始进一步推
广。”宋寿国信心满满。

他用手机种草莓他用手机种草莓
本报记者 吴 梦

从一件产品到一条生产线
除了韵翔、宏海，还有河北立

飞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东光县华宇
纸箱机械有限公司等众多当地企业
也吸引了众多关注，大家纷纷上前
仔细考察心爱的宝贝。

近年来，随着沧州制造业向
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助推当地纸
箱包装机械产业向智能化发展，
同时产业纵向合作正在东光包装
机械产业内逐渐展开，推动产业

“加速跑”。
作为江苏常州一家印刷企业负

责人，汪建华已多次来东光采购相
关设备。

“现在业内的伙伴都喜欢来东
光采购设备。”汪建华笑着说，

“我们之前需要跑多地采购不同设
备，然后回到厂里再按照流程组
装成生产线。现在，随着东光包

装机械园区内企业各自分工，打
造出不同的智能包装机械设备，
在这里走一圈，就能买到从伺服
传动线到印刷机，再到钉箱机和
码垛机器人，一条智能包装生产
线转眼就出来了。”

“数字经济时代，智能制造已
从单纯的一台设备的智能化生产，
延伸到一条生产线上各设备的协同
智能生产，进而推动产品从设计到
生产、销售的全程数字化、智能
化。”任强说。

任强表示，受到技术、人才等
瓶颈限制，目前包装机械生产企业
很难实现包装机械生产线的全面智
能化，因此各家企业就从自身实际
出发，扬长避短，通过特色产品的
智能化，以点带面实现产品的智能
化。

“同时，大家按照产业分工，
以行业技术标准为基准，为生产线
相邻设备提供接入端口，实现了各
设备的无障碍连接，在产品纵向合
作中，各家企业连接成一个无形大
工厂，实现了从一件产品到一条生
产线的产业升级。”

提起产品智能化，有形之手功
不可没。在展会一墙之隔的包装机
械产业园区，当地政府将相关企业
引入园区，产业上下游企业聚集在
一起，无形之中促成了包装机械智
能化生产线发展，进而推动了包装
机械产业的转型升级。

协同智能生产加速产业升级协同智能生产加速产业升级协同智能生产加速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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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造智能印刷机，我出智能钉箱机，他做码垛机器人、伺

服线……在同一个园区内就能组成一条现代化智能纸箱包装产

品生产线。东光包装机械产业在打特色智能牌的同时，还通过

协同生产，为客户提供成熟的智能包装生产线。

纸箱包装机械博览会引来八方客纸箱包装机械博览会引来八方客

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在红海中创造蓝海

在红海中创造蓝海。这是很多成功企业
的凌厉打法——与其在竞争饱和的红海中

“虎口夺食”，不如让自己成为蓝海中的一只
老虎。

——连界公司董事长 王 玥

踩着别人脚步走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
自己的脚印。在红海中创造蓝海，而不是在
红海中和别人分食蛋糕。因为所谓的“红
海”，其实只是待开发的“蓝海”。

——美的集团创始人 何享健

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在传统红海中去开辟
一片新的价值蓝海、创造比竞争者更具优势
的价值，这条路是没有竞争对手的，起步就
是第一。在跨越了起步的窗口期后，大企业
也“抢不走”生意。贻误了最佳战机，用再
多弹药，也夺不回高地。

——微软中国CTO 韦 青

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就要用产品和创新
把客户服务好、把他们的需求挖掘好，那么
所有的市场都一样好发展；如果做不到位，
再好的市场都会举步维艰。

——哈佛商学院教授 泰德罗

“傻瓜”操作1秒换单
日前，第十三届中国·东光国

际纸箱包装机械博览会如期举行，
吸引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
来洽谈。

展会一开始，沧州韵翔纸箱机
械有限公司展位前就吸引了人们的
关注，一大亮点就是他们推出的新
型高速水墨印刷机。在场的多位客
户代表在看到水墨印刷机的智能化
生产流程后，纷纷为韵翔公司点
赞。

“我们生产的新型高速水墨印
刷机，在保证产品高速运行的同
时，实现了一键调单的智能化生
产，1秒钟就能完成传统高速印刷
机 30分钟才能实现的生产品类的
调换，同时实现了 400片/分钟的
印刷速度。”公司总经理任强一脸
自豪。

任强表示，公司从 2016年开
始探索印刷设备的智能化生产，并
将高速水墨印刷机、高清水墨印刷
机等几款优势产品作为攻关重点。

“我们多年来一直重视产品的
可靠性，因此多与大型印刷企业合
作，因为他们体量大、设备使用效
率高、也更能体现我们产品的品
质，是业内的活广告。”任强说，

“2015年时，一位南方客户来厂考
察，抱怨当地用工紧张，工人难
招，想让我们在新设备中加入机器
人代替工人。”

一句话，点亮了韵翔产品研发
的方向——产品智能化。

通过市场调研，任强发现，
在印刷企业中，最让工人头疼的
就是印刷品类的频繁更替。“现代
印刷产品品种多样，但用量有

限，在大型印刷企业中一套设备
一天要印刷几种甚至几十种产
品，每换一种产品，工人就要重
新调试设备。工艺复杂，时间拖
沓，成为制约印刷企业效益的瓶
颈之一。同时，招工难也制约了
印刷企业的快速发展。”

“为帮助下游企业打破瓶颈，
我们在设计水墨印刷机时，尝试将
人工智能控制模块加入其中，后通
过与大型印刷企业合作，不断将海
量的产品数据注入设备的生产数据
库，具备了市场常见产品的一键调
单功能，实现了大型水墨印刷机的

‘傻瓜’操作，既提高了生产效
率，又节省了人工。”任强说。

智能水墨印刷机推向市场后，
很快受到客户欢迎，目前已经出口
西班牙、意大利、韩国等国家。

智能化抓住客户的心
在韵翔公司展位不远处，东光

县宏海纸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展位
前，也聚集着众多客户前来洽谈，
大家纷纷看好宏海推出的智能纸箱
钉粘机。

宏海公司总经理毕守海现场给
大家展示设备的运行情况。“这是
近年来我们新推出的智能纸箱钉粘
机，是在公司自动化纸箱钉粘机基
础上升级而成，它通过智能控制模
块，实现了工作时主机变频调速、
轧线、动力伺服电机全程内外控
制，全程吸附，保证纸板不走斜。
同时，整机全部自动调整，实现了
单钉、双钉自由切换，钉线自动换
丝，效率可达 1200钉/分钟。实现
了纸板进去、纸箱出来的全程智能
化生产，效率是传统设备的数倍，
有效地填补了国内相关产品空白。”

毕守海谈道，公司在起步时，
尚没有掌握自动钉箱机的核心技
术，只有到各处去学习。

“我们曾到南方各省甚至国外
去参观学习，但不是所有企业都
欢迎我们。德国的一家公司，不

让近距离参观，我们只能远远观
望。”毕守海说，创业之初，因为
技术实力弱，只能走先模仿再创
新的路子。靠着参观学习来的东
西，宏海公司在人家的基础上再
加以改进，研制出更节能、更高
效的设备。

宏海目前热销的全自动四伺服
钉箱机就是这样研制出来的。

“南方企业生产的双伺服系
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我们经过

仔细研究发现，这套系统存在缺
陷，由于使用机械传动多，故障率
高。我们改进成了伺服电机带动，
降低了故障率，同时把生产效率提
上去了。而且，改进之后，相当于
把机械转换升级成了电子转换，现
在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开关就能开动
机器。”毕守海笑着表示。

产品智能化，让宏海公司抓住
了客户的心，产品畅销 36个国家
和地区。

高速水墨印刷机调试出厂高速水墨印刷机调试出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