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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 孙玮怿 向波

“公司近期与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产学

研合作关系，经过多轮交流，进一步打开了发

展思路。”近日，常德高新区中国工程机械配

套产业园（以下简称：配套产业园），常德市佳

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标准化厂房内，公司

创始人铁美珍颇有些兴奋地说。

“企业未来怎么走，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

觉。”铁美珍说，公司在西安交通大学的专家

指导下，进一步明晰了补链和延链的产业发

展思路，将投资 5000 万元建造两条国内领先

的精密锻造和热处理生产线。

佳鸿机械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合作，得益于

今年常德市大力推动的“产业研究院经济”。

作为加快推动“三高四新”战略落地实施

的重要举措，常德市提出把“产业研究院经

济”作为招大引强的重大支撑。其中，提出要

以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为核心，依托产业研

究院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

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等，培育一批“顶天立地”

的大企业和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今年 6 月，

常德市与西安交通大学达成协议，共建协同

创新研究院。佳鸿机械抓住机遇，成为了常德

发展“产业研究院经济”的受益企业之一。

1978年，铁美珍高中毕业后考进了灌溪乡

机械厂。1986年，她喜得龙凤胎，但生活的压力

却大了。铁美珍产生了“下海”办厂的念头。她

用 2000 元从旧货市场上买回 3 台旧设备，利

用在厂里学到的一点“手艺”办起了小作坊。

一转眼，30 多年过去了。2021 年，国家工

信部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

佳鸿机械的名字赫然入列。

从小作坊到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回眸

佳鸿机械的发展之路，每一步都踩在了常德

产业发展的鼓点上。

2017 年 2 月，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

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该市继

常德经开区后第二家“国字号”园区。也是这

一年，该市提出要全力培育四大千亿产业集

群，其中，就有佳鸿机械所处的装备制造产

业。此时，佳鸿机械作为中联重科、三一重工

等行业巨头的配套企业，还处在“小打小闹”

阶段，当年产销规模约 5000 万元。

“企业处在国家级园区，有了更高更好的

发展平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产

业，迎来好的发展机遇。这让我们看到了发展

的希望，也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机遇有了，

还要牢牢抓住。”在园区的帮助下，佳鸿机械打

出了“加大设备投入、强化产学研合作、引进各

类技工和管理人才”的企业发展组合拳。

佳鸿机械以提高“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液

压核心件智能化生产水平”为突破口，一方

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依

托本土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应用技术学院进

行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为了确保

产品加工质量，大手笔投入，引进和购置了各

型智能化生产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成为三一

集团首批验收的样板工厂。

2019 年，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常德市首个

产值过千亿元的产业。乘着行业发展的东风，

佳鸿机械产销规模跃升至 2 亿元。

2020 年，为把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

时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湖南省提

出了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其中，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三个高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配套产业园成为了

常德全力推进全产业链配套的重要载体。

此时，铁美珍正为一件事苦恼：由于业务

量增大，老厂承载不了生产的需求，扩大生产

规模势在必行。但空间从哪里来？

配套产业园的出现，恰如及时雨，解了这

一难题。

配套产业园总投资 50 亿元，是常德高新

区重点建设的专业特色园区，主要围绕中联

重科建筑起重机终端产品，全力推进全产业

链配套。全面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近

300 亿元、税收 10亿元以上。

当年，佳鸿机械与荣程机械、荣泰机械、

上海英泰等 10 多家企业相继搬入配套产业

园一期。佳鸿机械以此次搬迁为契机，形成老

厂预处理粗加工、新厂精加工的生产格局，满

足企业不断增长的业务量和技改创新需求。

在新厂生产线上参观，记者印象中机械加

工车间材料满地、焊花飞溅的场景不见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硕大的数控生产设备。

“目前，新厂的生产线设备智能化率达

90%左右，还全面上线了‘设备互联’、MES 信

息管理系统。”铁美珍言语中满是自豪。

“办企业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自己更像是

位大家长，要把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团结在一

起，有责任让大家共同过上好日子。”铁美珍

感慨地说。这时，公司制造部部长刘勇走了过

来。铁美珍说：“他来企业已经 18 年了。”听到

铁美珍介绍，刘勇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

说，佳鸿机械 70%的员工都是工作 10 年以上

的老员工。

“刚进厂时，只有 10 多个人、11 台简单加

工的设备，一个月工资 1000 多元。”这些年，

企业发展越来越好，员工收入也水涨船高。

2010 年，刘勇考到驾照，花了 6 万元买了一

辆代步车。2017年，他花了 22 万元买了一辆

心爱的小汽车。记者问他，现在一个月能拿多

少钱。他满脸欣喜地说：“一万多。”

“十三五”期间，佳鸿机械频传佳音。2020
年，佳鸿机械产销规模约 3 亿元。这一期间，

常德工业也迎来了“5 个破千”的“高光时

刻”：规模工业增加值突破 1000 亿元，规模工

业企业突破 1000 家，装备制造产业成为我市

首个突破千亿元的产业，常德经开区跻身“千

亿园区”，全市园区累计建成标准化厂房突破

1000 万平方米。

“创业路上无止境，取得一个新成绩就意

味着又一个新起点。”铁美珍说，要想企业长

期稳定，必须不断引导创新。“今年，企业将重

点围绕‘产业研究院经济’，在专家们的帮助

下，做好精密锻造和热处理生产线，让佳鸿机

械形成从毛坯生产到机械精加工的全产业

链。” 渊新华财经冤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9 月 15 日, 中国肉类行业吹响了年度集

结号，来自国内外 1000 余家肉类企业汇聚青

岛“华山论剑”，在为期三天的 2021 第十九届

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上，切磋交流，共谋

发展。

在这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中，双汇凭借

自身品牌力、产品力荣获多项殊荣持续领跑，

进一步彰显了企业实力。

坚守初心 真诚陪伴消费者
中国肉类协会对我国肉类行业勇于创

新、敢于开拓、乐于奉献、引领行业发展的模

范企业进行表彰颁奖，双汇荣获“2021 中国

肉类食品行业先进企业”，双汇品牌荣获

“2021 中国肉类食品行业最具价值品牌”。

30 多年来，双汇坚守主业，围绕肉类产

业上项目，把美食制造这一件事做专做精做

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消费者，成为中国具有

高成长性的肉类民族品牌。同时，双汇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代表中国

品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改变了世界肉类

行业格局，在全球肉类行业发展中勇敢地发

出中国强音。

双汇王中王、玉米热狗肠、台湾风味烤香

肠、Q 趣儿、泡面拍档、弹脆、辣吗？辣、火炫

风、素食界、带范青年，双汇为一代又一代消

费者提供了专属的味蕾记忆。从双汇冷鲜肉，

到免洗免切速烹的“筷乐亿家”，再到气调产

品“鲜时代”、酱卤熟食、“筷乐星厨”系列中式

菜肴，双汇为无数中国家庭思索、解答兼具营

养健康、方便快捷的美食命题。

产品多元 满足消费新需求
产品力是核心竞争力，也是双汇的制胜

法宝。双汇建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

士后工作站，拥有 300 多人的高学历专业研

发团队，围绕一碗饭、一顿饭、一桌菜，加大产

品研发和结构调整，以满足新形势下多元化

的消费新需求。

现场，双汇展厅成为焦点，吸引了众多行

业代表、专业观众参观品鉴，沟通洽谈。本次，

双汇共展出 200 多种产品，有围绕餐饮预制

产品开发的丁丝条片及腌制调理类产品；围

绕餐桌开发的红烧肉、梅菜扣肉、香菇贡丸

等；围绕酒店餐饮及家庭消费开发的培根、火

腿片、牛排等；围绕便捷消费开发的自加热米

饭“带范青年”、自加热火锅“沸沸锅”、叉烧骨

汤拉面等。

9 月 17 日上午，本次展会的重要美食活

动“携手好食材·烹饪美食秀”在经过了两天

的激烈角逐后进行颁奖，双汇收获颇丰。其

中，双汇筷厨、极菲牛排荣获金奖，双汇辣吗？

辣、猪肉早餐肠、老味道农家小酥肉、东坡肉

荣获银奖，代表着行业和消费者对双汇近年

来在产品转型升级和行业引领方面的高度认

可与肯定。

创新升级 赋能高质量发展
为继续保持在中国肉类行业的领先优

势，双汇正在按照“实业+科技”的战略理念，

对现有肉类加工项目进行改造升级，通过工

业升级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漯河总部相关样板项目已经进入

安装调试阶段。该项目生猪屠宰业，通过引进

丹麦、荷兰自动化生产线，同步配套信息管理

系统，全面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管控。肉制品

加工项目，通过引入九大智能模块，实现集约

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它们的投产，将为双

汇肉类产业升级奠定基础、创建样板，推动高

端制造，提升传统肉类加工业的国际化生产

水平。

在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和工业升级的同

时，双汇还将继续发力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

营销模式创新，积极布局新赛道，加强与 Z 世

代的沟通对话，通过技术、产品、渠道、营销等

多维度发力，加快结构调整，加速转型升级，

推动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未来，双汇将在“继续调整结构，突出六大

产业，整合全球资源，创新发展上规模”的方针

指引下，进一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为肉类行

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更加优质健康、方便快捷的美食享受。

技术创新引领
“华蓥造”
国际国内订单齐升
■ 游青 田杰

在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四

川省华蓥市企业展出的无线充电器、玄武岩

制品、平板电脑备受青睐，各地客商纷纷前来

咨询和洽谈合作。

“国外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超过了 1000
万美元。”华蓥市丑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安全说，相较 2020年公司全年出口总额仅

420 万美元的成绩，今年国际国内的订单都

有了大幅增长。

走访中，华蓥市不少企业表示，在复杂的

国际形势和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他们通过

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等手段，保持经济较快

增长。华蓥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

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累计达 27 户，企业海外

业务领域拓展至美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

东南亚等 30 余个国家或地区。

2020 年 11 月，丑米科技推出了新款无

线充电宝，受到国内数十家企业关注，并与其

展开合作。今年，公司又借助华蓥市紫光研究

院及深圳爱迪芯科技等企业内部科研力量，

推出无线扫码充系列产品、多功能车载充气

泵等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迅速进

入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市场。“8 月，出

口到美国和欧洲的订单量超过 200 万美元；

截止到 10 月，到日本的订单达到 300 万美

元。”刘安全说。

2020年 7月，世界首条玄武岩纤维 2400
孔漏板拉丝智能化池窑生产线暨年产 6 万吨

玄武岩原料均质化生产线点火投产。今年 4
月，第三方专业科技成果评价机构在北京召开

项目评审会，组织专家对四川谦宜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完成的“连续玄武岩纤维 2400孔漏板

及 3500吨池窑示范生产线”进行了科技成果

评价，鉴定该项目成果水平为“国内领先”。

十年时间，华蓥玄武岩纤维产业为何能

快速成长？

近年来，广安（华蓥）联合高校和研究院

结成了广安玄武岩纤维产业创新发展“5+1”
战略联盟，着力进行科研攻关。今年，广安市

又与重庆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华

蓥市玄武岩纤维创新中心并设重庆大学分中

心，增强华蓥市玄武岩纤维科技及产业核心

竞争力，培育并力争早日建成国家级、省部级

科技平台。

四川谦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毅

烽坦言，“‘连续玄武岩纤维 2400 孔漏板及

3500 吨窑池示范生产线’通过‘国家级’验

收，底气更硬、信心更满、干劲更足。”他还透

露，公司正在论证设计一条 3 万吨窑池生产

线，筹划技术推广与产能扩张。

作为川东北地区光学模具制造的龙头企

业，在四川恒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核心研发

人员占到了公司总人数的 20%。“我们从日

本进口的一台高精度的全自动化设备就花了

500 多万元，其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先进设备

和研发先进技术，制造行业内精密度最高的

光学模具。”公司负责人陈亚东告诉记者，公

司通过与重庆邮电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产学

研合作，目前拥有各类专利 40 余项，成为华

为、比亚迪、OPPO 等知名企业的供货商。其

中，电子透镜供货量位居全国前三。

“仅仅是比亚迪公司给我们的订单，每年

就达到 3000 多万元。”陈亚东说。

科技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华蓥企业尝到

“甜头”。今年 1—6 月，华蓥市高新技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 99.86 亿元。目前，全市拥有

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22 家，成功申报省级产业

技术研究院 1 家，成功入库备案科技型中小

企业 44 家，专利授权量 121 件，累计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 45 件。

2021第十九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在青岛举行

吹响年度集结号 双汇获多项殊荣持续领跑

佳鸿机械：
踩着“鼓点”前进的“小巨人”

荫佳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排成纵列的数控机床。 李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