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要为客户创造价值企业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市场是做企业的根本，客户是企业

的江山。企业要坚持客户主义，为客户

创造价值。要做好四大核心，即核心业

务、核心专长、核心市场、核心客户。

其中，占领核心市场和创造核心客户是

目的。

——至纯科技董事长 蒋 渊

无论是市场营销、品牌构建，还是

降本增效，企业必须重视的一点是：一

切商业的背后来源于人，而终将回归于

人的本身，用户永远是变革的核心。

——亚马逊CEO 安迪·贾西

普通产品也有新的战略机会，就是

在于“在性价比的基础之上，提供新的

客户价值，来升级客户的消费动机”。

这个客户价值的升级，是从对物质的理

性追求，升级到“美好生活的向往”上

以及精神需求的满足。

——名创优品董事长 叶国富

企业要想与客户“来电”，首先要

确定关系战略，目的是构建用户粘性，

核心理念是用户是朋友，用户是伙伴，

用户是资产，旨在和用户建立共生共荣

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

——钜汇科技联合创始人 胡鉴宇

企业出海应控制供应链核心环节企业出海应控制供应链核心环节

之前出海我国是用“制造＋市场”

模式，即用了大规模制造和国际市场能

力占领了全球的中端产品市场。目前要

在保留自己原来长处的同时，形成“创

新＋资本＋管理＋市场”综合优势的新

模式，才能保证健康出海。

——TCL董事长 李东生

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

去，必须要有登高望远的视野，要合作

生财。因为利益格局的背后是利益相关

者，基础是活生生的人，因此要想出海

成功，大家就要入乡随俗，尽快实现生

产、管理、销售等体系化的本地化。

——宁德时代董事长 曾毓群

中国制造业的外溢是选择性的，经

历过多维选择，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微

笑曲线的两端（研发、品牌、渠道、专

利）应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比亚迪董事长 王传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企业

有一代企业的抱负。当中国企业出海进

入深水区，而且是世界级的无人区，所

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技术和市场，更离

不开规则和底线。

——创维董事会主席 林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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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挫折中发现新商机，将智能

养殖理念引入奶牛养殖合作社，对奶牛

实行数字化管理，自己也成为当地知名

的“牛管家”。

“牛”人王建勇
智能养殖好牛产好奶
本报记者 吴 梦

输送数字化“血液”助力传统产业升级
在压瓦机、汽车模具等传统产业向

数字化生产转型升级的同时，数字化人
才作为产业升级“血液”的重要性也日
益凸显。

走进泊头市金键模具有限公司，数
字化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转。

在公司设计部，工程师李斌打开数
字管理系统，按照订单要求设计出客户
个性化的产品。订单经客户认可后，他
轻点鼠标，工件图纸即刻就传送至管
理、生产各个节点。

作为一名“90后”，李斌能轻松驾
驭模具数字化设计工作，源于当地对工
业数字化人才培养的重视。走进泊头问
界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实训车间，20多
名学生正在生产自己的“作品”，他们

通过工业数字化设计、分析、生产、检
测等技能培训后，将快速为当地企业向
数字化转型补充新鲜“血液”。

前不久，国内一家汽车整车企业引
进了5台五轴加工机床，由于特殊生产
工况，造成机床无法适应生产。无奈之
下，工厂负责人找到培训学校，希望能
得到技术支持。

接到求助后，培训学校立刻介入，
快速完成相关机床的调试工作，帮助合
作企业实现了正常生产。

问界学校是当地一家知名的工业数
字化人才培训基地，多年来，他们坚持
数字化技术应用人才培养，为企业培养
了 5000多名专业人才，得到了合作企
业认可，也吸引了众多大学生前来学

习。
“近年来，随着制造企业不断向数

字化转型升级，企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
日益迫切，为服务好当地企业，我们从
单纯的机械加工人才培养逐渐转向注重
数字化综合人才的培养。通过小班教
学，我们先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工业数
字化设计、编程、分析、生产、检测等
技能，在其具备初级生产技能后，再推
荐给周边企业，得到业内企业普遍认
可。”学校负责人穆海新介绍。

数智化赋能
传统产业海外破局

本报记者 吴 梦 本报通讯员 田志峰 王金猛

大数据
让合作社“牛”气冲天

4月 24日一早，渤海
新区黄骅市羊二庄镇振骅
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内一
派热气腾腾——这边牛儿
悠闲地吃着草，那边奶农
将冒着热气的鲜奶装罐，
准备运往合作的乳品企
业。合作社奶牛存栏数百
头，可谓“牛”气冲天，
负责人王建勇也成为远近
闻名的“牛”人。

王建勇表示，现代养
殖业已经进入智能化养殖
时代，企业要拥抱新趋
势，才能畅享产业发展红
利。

“我们合作社里，每头
奶牛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
带有发射器的铭牌——数
据项圈，它采用以色列相
关技术，一牛一铭牌，相
当于奶牛的身份证。铭牌
可以实时监控奶牛的身体
状况，并将每头牛的体
重、运动量、采食量、实
时体温等数据传输并储存
到服务器内，合作社通过
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得
到每头牛的健康情况并以
此制定相关养殖管理方
案。”王建勇自豪地说。

这些健康数据还会通
过互联网传送到合作乳品
企业，实现食品安全的可
追溯，如果出现不合格产
品，可以根据相关数据追
踪到是哪头牛、什么时间
产出的鲜奶。不仅如此，
奶牛所产的牛奶数据也会
时时上传到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确保让消费者喝
上放心奶。

智能化养殖，让合作
社产出了好奶，提高了经
济效益，也吸引蒙牛、君
乐宝等国内知名乳企前来
合作。

牛场倒闭
被迫二次创业

别看王建勇现在这么
“牛”，刚开始创业时也走
过不少弯路。

当年，王建勇去天津
打工，在郊区一家奶牛场
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养殖技术。但好景不
长，由于牛场管理不善，
经营日益困难，面临倒
闭。王建勇和 3个伙伴共
同承包了奶牛场，并投入
20余万元，购进了20多头
奶牛，开始了创业之路。

“在创业前期，由于人
工、硬件设施、资源都不
成熟，事事需要亲力亲
为。为了减少开销，我要
去距离牛棚很远的洼地里
打草。牛奶没有固定销
路，我就骑着三轮车将牛
奶拉到人流量大的市场售
卖。”回想起创业之初，王
建勇很是感慨。

辛勤的付出，让王建
勇搭上了产业快速发展的列
车，牛场经营收益还不错。

正当王建勇想进一步

扩大经营时，一场突发的
公共卫生事件席卷全国，
猛烈地冲击了国内的牛奶
产业。

这一黑天鹅事件对王
建勇的奶牛场冲击不小，
鲜奶没人要了，一桶一桶
倒进河沟里。那段日子，
至今令他心有余悸。

这次事件让王建勇明
白，质量安全是奶业发展
的生命线，原生乳的质量
安全是整个奶业质量安全
的源头和基础。

“生奶安全事件，主要
是由一些奶牛养殖散户的
不规范操作导致。我们规
模化的大型养殖场，从挤
奶到管道再到罐装，中间
过程很难出现人为干预的
机会，因此奶牛养殖规模
化、数字化将是必然趋
势，而这正是我们的优势
所在。”危机中，王建勇看
到了新机遇。

于是，王建勇回到黄
骅成立振骅奶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并将养殖规模进
一步扩大，使奶牛数量增
加到近 200头。还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合作社成
为蒙牛的供货商。

变废为宝
秸秆成优质饲料

在扩大规模的同时，
王建勇还逐渐将智能化养
殖理念带入合作社，数据
项圈、24位的 SCR挤奶机
等大批智能设备被引入合
作社。

现在，从挤生奶到生
牛奶降温至 2℃至 6℃，再
到进入保温奶罐，需要现
场对生奶进行 10余项指标
检测和完成降温保鲜过
程，并确保营养成分不流
失。

依托当地便捷的交通
及区位优势，所有原生奶
在 2小时内即可送达乳制
品加工车间，确保营养成
分不流失，实现了养殖场
和乳制品企业的无缝对接。

“奶牛养殖要想保持一
定收益，就要实现规模化
经营。这在城市近郊很难
实现，在家乡却没有问
题。这里土地较多，在提
供养殖用地的同时还能提
供大量优质饲料。每年夏
秋两季，合作社大量收储
麦秸和玉米秸秆时，农民
都踊跃送货上门。这不仅
为周边农民提供了增收的
新渠道，也让合作社在实
现规模化发展的同时，降
低了养殖成本。”王建勇笑
着说。

目前，王建勇的合作
社养殖奶牛形成了饲料混
合配比、产奶毫升数、奶
牛健康数据的全线智能化
与数据化，并与省内龙头
牛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

装上芯片和智能控制模块，实现设备远程生产管理，在线“诊断”，

智能压瓦机开始俏销海外市场；汽车模具企业推进产品设计生产数字

化，将产品嵌入整车企业生产体系，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

智能压瓦机敲开海外市场智能压瓦机敲开海外市场

公司做好的秘诀是公司做好的秘诀是““不做什么不做什么””

管理者不能指明公司的前进方向，

员工就会无所适从。行动方向混乱，力

量分散，组织的合力就无从发挥。在这

个过程中，作为管理者，要能够有效地

为下属确定目标、争取资源，并合理地

排兵布阵，这样才能带领团队持续进

步。

——小鹏汽车CEO 何小鹏

管理工作也需要软硬两手抓，在软

性引导的同时，也要有硬性的制度管理

和参照标准的约束。管理制度中，要对

员工的权责、奖惩做出清晰的说明和界

定；同时，还要建立业务执行的标准，

包括对业务流程的拆解、对时间节点的

要求、结果考核的维度等等。做到执行

有制度、落实有步骤、评估有标准。

——宝洁全球董事长 约翰·白波

很多人都希望知道把公司做好的秘

诀是什么，其实秘诀不是“做了什

么”，而是“不做什么”。“不做的事

情”一类是谁都不应该做的事情；另一

类是和自己公司的使命和愿景相悖离

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宋志

平

奶牛数字化养殖

工业互联网赋能 模具生产一键搞定
压瓦机产品智能化抓住了国外客

户的心，汽车模具生产的智能化让
我市模具企业嵌入各大品牌汽车生
产体系，助力产业快速发展。

在河北兴林汽车模具车身制造集
团有限公司数字机床加工车间，工
人王昊博正操作着 2号机床，旁边的
生产控制端又传来了大众汽车的新
一批加工订单。

“我们依托企业生产实际，借助
工业互联网技术开发了一套智能化
数字生产管理系统，每当接到新订
单，系统会快速将生产任务分发到
车间的各个生产控制终端，工人按
照系统派单，按部就班生产就可
以。此外，系统实时显示相关工件
的生产进度，也方便了企业的生产
管理，大大提高了我们管理效率。”
兴林公司相关负责人陆毅介绍说。

在兴林公司生产管理部，一批新
订单的生产分解快速完成，管理员
轻点鼠标，相关生产任务就通过智
能管理系统分发给各个配套生产企
业。

“通过打造数字化生产系统，企
业生产可以很好地融入国内外汽车
企业生产体系，系统能快速分解新

订单。除了我们自己生产的部分，
系统还能快速联动外协工厂，将数
字化生产订单和相关技术资料与配
套工厂共享，同时通过工业互联网
还能同步掌握订单生产进度，提供
生产反馈，实现了内外联动同步生
产。”陆毅展示数字化生产管理系
统。

陆毅表示，企业推进智能化生
产，最大的改变是生产管理更加顺
畅了。“我们生产汽车外壳模具，一
款产品涉及上千种零件，以往由于
部件太多，在总装时常会出现零件
错误或缺失情况，通过推进生产智
能化，零件缺失的现象再也没出现
过，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

压瓦机+智能模块 实现生产设备远程管理
日前，我市压瓦机企业参加第13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收获颇丰，河北鑫诺（华宇）压瓦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沧州前进压瓦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先后拿下多笔国
外订单，其中产品智能化生产功不可
没。

“近几年，我们针对国外客户需
求，给传统压瓦机装上智能控制模
块，实现了设备生产的智能化远程管
理，现在客户运用手机就能管理远在
巴西的生产设备，30%产品实现了出
口。”前进公司总经理姚洋带领巴西客
户参观工厂。

除了远程管理控制，前进公司打

动客户的还有产品运行在线“诊断”、
故障分析。

“我们给产品装上相关芯片，可以
实现生产数据储存、分析一体化。生
产中一旦设备运行出现问题，公司服
务工程师能随时根据生产数据变化，
为国外客户提供在线‘诊断’和故障
分析，从而解除客户下单的后顾之
忧。”姚洋高兴地说。

智能产品，让华宇公司在本届广
交会收获满满。

走进华宇公司成品车间，工人们
正忙着对多套设备进行出厂前的最后
调试。“这些都是马上要出口的产品，
调试完就打包发货。”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浩自豪地说。
近年来，华宇公司针对国外客户

独特的生产环境，不断推进压瓦机设
备的智能化水平，通过为主机加装自
动加料系统、码垛机、打包机械手臂
等，实现了压瓦机生产线的智能化生
产，产品销往全球 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

“前几年，我们主要销售压瓦机主
机。现在，通过不断增加智能设备，
实现了压瓦机生产线的智能化，只需
一名工人就能完成生产，因此深受国
外客户欢迎。这届广交会，我们一天
就拿到了 3笔订单。”王浩欣然抚摸着
准备出厂的压瓦机。

王浩讲解智能压瓦机生产流程王浩讲解智能压瓦机生产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