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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协会把握行业风口

“我们与清华大学研发
团队及微构工厂等应用相关
技术的企业有全产业链串联
项目的合作，清华团队也倾
向开拓下游市场，我们愿意
为研发团队和沧县企业间搭
建桥梁进行技术对接。”

4月17日上午，在沧州
市科技局与沧县科技工信和
商务局带领下，16位沧县
包装产业龙头企业代表前往
中国包装联合会（以下简称
中包联）展开调研座谈。针
对沧县企业提出的痛点问
题，中包联塑料包装委员会
副秘书长王晓梅表示，愿意
为有专业化需求的企业提供
资源，帮助他们实现小组交
流或技术进修。

提出问题的是鑫然（河
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友志。鑫然是我省率先
获得餐盒、吸管、膜袋、刀
叉勺全降解资质的企业，一
直致力于环保新材料的改性
研发及制品的生产和推广。
刘友志希望能够在中包联的
引荐和支持下，与应用新材
料、新技术的企业进一步沟
通合作，站上降解率高、降
解环境要求低基础原材料应
用这一行业风口。

座谈会上，沧县包装联
合会会长李乐天也当仁不让
提出四连问：

“中国包装联合会承接
的包装设计大赛，其赛事评
选出的优秀作品可否转化为
企业应用的产品？”

“协会联系面广、影响
力强，能否利用咱们协会对
我们集群产业进行集中宣传，将我们的品牌名
片擦得更亮、品牌声音传得更远？”

“依托协会的资源，我们能否对接更多专
业化的研究院所及团队，精准破解我们遇到的
问题？”

“协会可否帮助我们协调国内包装印刷产
业优秀展会的组委会，给我们划分专区进行统
一规划，有组织地提高区域品牌影响力呢？”

中包联副秘书长胡正阳对企业问题逐个
解答。目前，中包联所承担的项目课题涉及
产品市场转化，已经开创了两种非常成熟的
模式：一是由中包联根据企业需求进行收集
筛选，二是通过组织命题式赛事，帮助企业
低成本收购所涉及版权。同时，无论是产品
宣传还是主题展会，都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
定制团队，为目标客户进行定向邀约，并帮
助企业以组织名义布展，扩大产业的集聚效
应，提升影响力。

前沿技术“好钢”用在“刀刃”上

“这装置不用化学制剂，只靠放电就能处
理工厂的污水废气？”看着实验室内的处理装
置，沧州北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波
兴趣颇浓。“没错，这是我们应用等离子体辅
助气相沉积内的设备。通过调整电压，我们可
以实现废气和污水的100%处理。”北京印刷学
院的老师补充道，目前这一设备还没有投入工
厂实现批量使用，学校方面也希望沧县企业多
提需求，助力成果落地转化。

当天下午，大家前往中包联会员单位北京
印刷学院，深入实验室，观摩材料制备及应用
场景，听取高精尖技术设备的相关介绍，精准
对接包装印刷产业技术资源。

“我们在瓶子内部镀上氧化硅、氧化铝、
DLC（类金刚石）等阻隔层，不仅抗腐蚀，还
能防止塑料中增塑剂等有害成分迁移到罐装物
里。”对于老师介绍的这些技术，沧县企业十
分感兴趣。

在此前，中包联与沧县人民政府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并多次来沧县企业进行调研
培训。中国包装联合会是全国性的行业组
织，沧县则已经成功举办过四届中国·沧县塑
料中空制品展览会，起步于上世纪 60年代的
杜生镇药包材产业，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
发展历程，从“作坊式”的单个企业发展到
如今规模化、品牌化的经营，涌现出了四星
玻璃、康复药包材等一大批在全国药包材行
业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规模企业，被中国包
装联合会授予“中国医药包装产业基地（沧
县） 和塑料中空包装产业基地 （杜生镇） ”
的称号。

这次活动不仅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拓展
延伸，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京津冀包装产业
的资源共享，以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并
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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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借势中国包装联合会

把更多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成优

秀产品？如何对接更多专业团

队解决现实问题？如何依托协

会资源扩大区域品牌影响力？

近日，10 余位沧县包装行

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在相关部门

带领下赴京取经——

打造“无人车间”

4月 18日，渤海新区黄骅市中捷
产业园区，河北高大永恒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万余平方米的车间内，10余名
工人正在生产线旁忙碌着。有的在查
看屏幕上的数据，有的则开着运输车
辆穿梭往来，把打包好的货物运出车
间。

“目前一个工人可以看 3台设备。”
公司总经理樊林介绍说，眼下正是生产
旺季，公司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底，公
司处于边施工边生产的状态，等到智能
工厂全部建好，这偌大的车间将“空无
一人”。到那时，生产线的每个环节都
将实现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如此

大的车间，未来只需要几名运维和技术
人员在后台，就可以确保设备高效运
转。

2018年成立的河北高大永恒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也是河北高大宏业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的新基地。身处特种肥料包
装行业的高大宏业，10余年来，通过科
技创新，有效解决了特肥包装胀气、漏
液、易变形、不耐高温等问题，是
100ml-25L中空制品的佼佼者。

10余米高的车间，被充分利用。办
公和生产车间在下端，而“楼上”，则
是仓储物流。

偌大的场地，货物被整齐地码起

来，四通八达的过道中，地面被整齐
而规律地贴满二维码。一辆辆体形

“娇小”但能量巨大的AGV （自动导
引车）“哼”着欢快的曲调在中间穿
梭。它们可以不知疲倦地根据地面控
制系统的指示自动完成货物的取放以
及水平运行，准时、高效地完成自动
化物料搬运。

公司相关负责人刘国超打开手
机，车间内的所有照明设备都“尽
在掌握”。他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触，
就可以轻松控制每盏灯的开关。

而这，只是智能化车间最基础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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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产能不足”“选择集成工艺”“被质疑饥
饿营销”“技术革新提高产能”……

这次，这些前沿新潮的词语不是用来形容某个
工艺技术的突破，而是应用在了食堂这一看似微小
却关乎民心的领域。

在不久前小米公司内部举办的一场价值观演讲
大赛上，公司食堂的一位员工金句频出，引人注
目，更引人深思。

这位名为邴佳宝的员工为大家分享了“没啥惊
天动地的大新闻，更多是些柴米油盐的小日常”的
食堂，如何日常做“研发”的过程。细细听来，处
处都是“工程师思维”。

在小米，食堂要求每个月都要有爆品。为此，
食堂每周五都会推出一个新菜，经常是一些中西碰
撞的品，比如抹茶红豆花卷、爆浆芒果烧饼等。这
为爆品提供了试验田和孵化地。

早在2021年的时候，邴佳宝就怂恿师傅做酸奶
大麻花的研发，甚至搬出了友商食堂来激将，直到
2022年他从武汉拿着麻花赶回北京塞到师傅嘴里，
师傅才决定试一试。

还真别小瞧这“一个破麻花”，它需要二次发
酵、需要油炸，要耗时5小时、历经10道工序。初期
产能不足，只能在周五限量发售，被疑饥饿营销。

为了满足小米“同学们”的心愿，食堂开始更
加努力地钻研生产工艺，先后进行两次技术上的革
新。

他们从生产面包的过程中受到启发，酵母在
28℃的时候“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可以在1小时内
完成工作。”而在4℃到8℃的环境下，就喜欢“摸
鱼”，发酵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于是，第一次革新
就是将传统发酵改为冷藏发酵，食堂开始试着在保
鲜库存大量的麻花进行冷藏发酵，再攒到中午“统
一炸之”，一番操作下来，产能由原本的每天800根
增加至每天1500根。

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又偷偷跑到清华食堂
“抄作业”。这次，他们拷贝了小米的生态链模式，
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抄来了“集成工艺”
找到了合适的冷冻半成品，产能再次提升至每天
5000根。

“半场开香槟”的食堂团队夸下海口说当日不
限量，结果开售没多久就现场售罄，无奈之下，限
购并加紧生产，才勉强完成了任务。

痛定思痛，为了让大家吃得开心，也为了挽回
颜面，食堂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会持续提供麻
花。果然，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麻花的日均产能达
到了1万根到1.2万根，炸炉都因为超负荷工作报废
了。

据说，那一周，整个清河地铁站拎着麻花的，
都是小米人。

邴佳宝说，2023 年，食堂共生产油条 62.5 万
根、鸡蛋432万个、包子138.8万个，油条按照平均
每根25厘米算，可绕科技园16圈。

来自“基层部门”的邴佳宝调侃食堂工作人员
是“社会的边角料，大家的小骄傲”，他们一直践
行“用工程师的思维去创造菜品”，不仅有了后来
的“强哥猪脚面”等爆品，还有目前小米集团最大
的“民间组织”——5000人的干饭群。

问题解决导向、系统化方法、先进技术应用、
持续改进技术、增加用户参与度、优化资源配置和
工作流程……这群以工程师的思维去创新菜品的
人，让原本普通的食材，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这背后，不仅是小米公司对于员工价值的尊重
和认可，也是公司企业文化的渗透。

产品和技术都会过时，只有文化生生不息。愿
企业都能拥有用工程师思维去创造菜品的“厨师”。

软软的塑料从一根中空管穿过，一个
包装桶上的提手就完成了，软管负责连接
包装桶两端，中空管作为提手方便抓取。
从前，这项工作只能由工人手工完成，因
为软软的塑料材质很难通过机器进行精准
组装。彼时，工人们即便每天无缝衔接、
24小时不间断劳作，产量最多3000只。

可如今，在高大永恒的生产线上，这
一比较不容易“机器换人”的工序，也已
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

这台自动挂提装置，是高大永恒的研发
团队历时半年的突破，也是车间里最难攻克
的技术之一。现在应用这台设备的自动化产
能，已经可以达到24小时8000只。

研发过程中，团队通过分析和优化包
装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时间浪费，
提高了包装效率。引入高效的包装设备，
如自动灌装机和自动封口机，提高了包装
速度和准确性。通过培训和提升员工的包
装技能，提高了操作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

“我们在每个生产环节都配有AI视觉
检测，确保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超
99%。”樊林表示，5G+工业互联网平台主
要集成了智慧园区管理、智能照明、智慧
安防、数字孪生等系统平台，为未来的多
工厂管理及多组织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园区全面建设完工后，将形成集“研发
测试+柔性智能生产+智能仓储物流+直播
基地+行业会议+工业旅游”等功能配套完
善的农、工、技综合体企业。

从3000只到8000只

做特种肥料包装做特种肥料包装做特种肥料包装
555G+G+G+智能工厂智能工厂智能工厂
本报记者 吕 坤 本报通讯员 崔秩恺 摄 影 陈 雷

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生产周期
缩短 30%以上，一次交验合格率达到
99%以上，能源利用率提高 10%以上，
生产设备自动化率达到95%以上，在线
数字化检测率达95%以上……

这一系列数据，展示了高大永恒
5G+智能工厂的实力。

近几年，作为老生产基地的高大宏
业，陆续研发和添置了很多自动化设
备，但设备间很难协同。于是，在渤海
新区黄骅市中捷产业园区建设新基地，
集成了生产所需的所有自动化设备，并

将这些设备串珠成链。
这个原计划 7000 万元的投资项

目，因为创始人不断地走访学习，升级
为“打造‘5G+智能工厂’”的大工
程，包含了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两大
生产基地、注塑工艺+吹塑工艺+灌装
工艺的三大制造工艺、技术中心+生产
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的四大能力
中心，预算也远远超出预期。

最难的是行业内没有可以模仿借鉴
的先例。在特肥包装市场需求愈加旺盛
的当下，谁能率先实现生产各个环节的

降本增效，谁就更具有竞争力。而5G+
智能工厂，无疑是未来竞争的必由之路。

公司借智研发机构，研发各类新型
产品设备，两大基地的专利拿了 30多
项。原来一台机器要五六个人围着转，
如今却可以实现自动化控制；从前需要
10天达成的产量，现在最多5天就可以
完成。自动模内贴标、自动热转印、AI
视觉检测、超声波自动焊接、自动穿
管、自动提手组装、自动称重、自动修
口、自动测漏……所有环节都可以实现
自动化。

把自动化设备串珠成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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