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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李安锐管理的注塑车间，你会发

现机器比人多，一个工人至少能操作两台

机器，有些机器纯自动化，根本无需人工操

作。

在两台大型立式塑胶注塑机前，一名

工人时而转向左边时而转向右边，不紧不

慢地操作两台机器。这也是李安锐的“发

明”之一。

2010 年，胜华波引进大型立式塑胶注

塑机6台，两班制需要12名员工操作，李安

锐觉得这机器操作并不难，每天 12 名员工

操作，耗时又耗钱。

他经过反复地计算，确定出了产品产

出时间节奏，调整两机合并安装方式，将

12 名操作工人减少到 6 人，大大节约了人

力资源。“以每人每月3000元工资计算，一

月可节省 18000 元，一年可省下 216000

元。”

2012 年，李安锐又对电机减速箱上的

定住调节塑料螺钉进行了改进。原产品模

具为一模四只，当塑料螺钉成型后，需使用

电动螺丝刀退出塑胶螺钉，使得产品生产

效率较低，且需要两人两班交接生产，才能

完成生产任务。后经李安锐建议改进了模

具的结构方式，使原来的一模出四只产品

优化成一模出十只，且无需操作工人，完全

自动化，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

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依旧；对待设备

管理的认真执著依旧；对技术难题锲而不

舍的钻劲依旧……这就是李安锐，一位机

械劳模16年的坚守。

蒋元龙进入公司以来，行业

内企业生产的配牌机以手动为

主，生产效率低下，安全生产事

故多发，让企业主们颇感困扰。

2006 年初，蒋元龙听闻宁

波一家扑克牌厂正在研发

一种“自动分条

配 牌

机”，但技术还未成熟。为此，

他进行市场调查，分析该机器的

利润空间，并翻阅大量设计图

纸，研究国内外此类机器的研发

过程，两个月后终于完成了“自

动分条配牌机”设计图纸，紧接

着“自动分条配牌机”雏形机面

世了。

这台“自动分条配牌机”是

以国外分条机的先进分

切技术结合国内行

业特点开发出的

新 型 机 种 ，

性 能 稳

定，速度是原先手工的 8 倍。该

机器的研发成功在行业内引起

了轰动，不少知名企业主慕名而

来。为更好地保护新产品的知

识产权，蒋元龙为“自动分条配

牌机”申请了国家专利。

自机器批量生产后，华威特

地召开了“自动分条配牌机”推

广会，并首度出现机器供不应求

的局面。2007 年，“自动分条配

牌机”销售 50 台，新增产值达

3000 万元，新增利税 1000 多万

元，在华威的历史篇章中留下最

灿烂的一笔。

此后，在蒋元龙的带领下，

华 威 年 均 研 发 3 个 新 产 品 以

上。目前，华威研发的覆膜机已

形成三大块产品体系：预涂覆

膜机、即涂干做覆膜机、即涂

湿做覆膜机。

2013 年底，历时半年研

发而成的新产品“高速预涂

覆膜机”问世。该机器膜上

自带胶水，复膜质量好，适用

于食品、化妆品等外包装的复

膜加工。与原覆膜机相比，新

机器速度提升一倍，从每分钟

50 米提高到每分钟 100 米，是

名副其实的高速机器。在降本

增效方面，高速预涂覆膜机也表

现突出，运行成本从每平方米

0.35 元降至每平方米 0.29 元，

以此推算，每分钟可为企业增加

6 元利润，若按一天运转 10 小

时计算，企业每日可增加利润

3600元。

2006 年华威收到了机械制

造标准委员会的邀请函成为了

委员。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在

全国同行业销售占有率达 30%

以上，华威公司也成了行业“标

杆”。

实力换来“话语权”。中国

机械制造标准委员会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年邀请华威参与

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

标准——《印刷机械上光机》、

《印刷机械局部上光机》的制

订，蒋元龙作为华威的代表全程

参与标准的起草。今年 4 月 11

日，华威又成为覆膜机的国家标

准起草制定单位，这是华威参与

制定的第4项国家标准。

2014 年 3 月 26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四届一次会员大会暨全国机械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京隆重召开。我市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注塑

车间主任李安锐，瑞安市华威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部长蒋元龙受邀参加，并荣获“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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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锐：16年的技改路

每一步都为企业利益而“战”
1998 年 2 月，李安锐受

聘 于 胜 华 波 ，从 事 注 塑 行

业，当时他只是车间里一位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技术工

人。

细心的他在工作中发

现，当时公司生产的汽车刮

水器中的所有塑胶件，特别

是减速箱中的塑料斜齿轮，

都是先注塑成毛坯后再拿

到 外 协 单 位 进 行 滚 齿 加

工。这一传统的加工方式

不仅费时，且成本高。

每当工作闲暇，他总是

默默地对着机器发呆，琢磨着

能不能改变注塑成型方法，使

产品能一次性注塑成型。

“打个比方，我们日产

塑料斜齿轮 2 万个，拿到外

协单位加工，一个加工费0.7

元 ，一 天 支 出 就 达 14000

元，如果能一次成型，就能

省下很大一笔的加工费。”

心动不如行动，李安锐

开始反复地实验，但均以失

败告终。但他始终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失败，吸取经验

教训并不断加以改进工艺。

两年后，一次性塑料成

型终于成功。经过严格的

塑料成型工艺，使用了塑料

成型的五大要素，控制了时

间、压力、温度、速度、位置，

合理地建立了成型方法，控

制住斜齿轮成型时出现的

尺寸不稳定、收缩变形、内

部气孔等缺陷，大幅提高了

产品强度及使用寿命，受到

了国内各大汽车主机厂的

肯定，也使得李安锐在胜华

波内“一炮而红”。

从此，李安锐的技改之

路一发不可收拾。

2001年，胜华波开发汽

车座椅电机新项目，专门与

美 国 通 用 汽 车 公 司 配 套 。

电机前后端盖为塑料件，端

盖的安装孔径要求非常严

格，特别在注塑成型后，端

盖安装孔的扭矩根本达不

到通用公司的要求，且对方

不允许更改尺寸。

“若使用塑料材质为增

强尼龙，在试验过程中会出

现安装孔打滑或裂痕现象，

无奈之下，我们尝试了很多

进口原材料也未能成功。”

李安锐在试验中了解到，之

所以出现孔裂是因为原料

中玻纤含量成份比例高，打

滑则是因为比例低，他向单

位领导建议自行配比原材

料。

他将含有 30%的玻纤

料与不含玻纤的尼龙配比，

经过反复多次试验并配合

其他原料，试验结果为合格

品的次数不断增加，最终把

玻纤量降至 17%时做出的

产品完全合格，且扭矩比通

用 公 司 的 要 求 还 高 出 了

0.2N，完全达到进口同类产

品的要求，项目一举通过了

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认可。

2001 年 ，该 产 品 产 值

1000 多万元，利润达到 100

万元。2002 年底打入北美

市场，销售额达一亿元人民

币，现国内每年需求量达 15

万套。

蒋元龙：18年的研发路

创新为魂走好产品研发每一步
■记者 项颖 实习生 张苡铭

他是华威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威）技术的领军人物，率领研发

团队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家占地面积仅 6000 多平方米的印刷

机械制造企业，却分别以第一、第二起

草制定单位参与制定 4 项国家标准。

他温文尔雅，缕缕白发见证他多年

技术员生涯的艰辛，看着手中新画的设

计图，他眉头紧锁，似乎在寻找新的突

破点⋯⋯

他就是蒋元龙。

1996 年，机电一体化专业

毕业的蒋元龙进入华威担任技

术员。当时的华威只是一家普

通的印刷机械厂，仅生产技术含

量不高的手动覆膜机、手动水胶

机、手动上光压光机和压痕机 4

类产品，公司没有研发室，只有

两位设计人员负责画图。他怀

着对专业的热爱，暗下决心：从

学徒做起，紧跟专家，把技术学

到家。

通过几年艰辛的努力，蒋元

龙全面掌握了公司产品的设计

流程，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

基础。他在华威十年如一日，致

力创新，由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

长为技术部长。升为技术部长

后，蒋元龙一直在对公司原有产

品进行改造，但这已不能满足行

业发展的需要，他觉得公司目前

最需要的是研发新产品。

2006 年以来，蒋元龙带领

华威研发团队一路前行，不断研

发新产品，每年为公司取得 2 至

6 项专利，至今公司共获得专利

27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实用

新型专利25项。

学无止境是不断进步的前

提。尽管这几年屡获荣誉，蒋元

龙 却 从 未 改 变 勤 奋 好 学 的 习

惯。每 4 年他都会去德国参加

德鲁巴会议，与全世界制造行业

的顶尖人才交流，这带给他很多

启发，让他在研发创新的道路上

越走越顺。

身穿浅蓝色制服，面庞沉静温和，笑

起来纯净明朗，初见李安锐，一脸亲切。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专毕业生，成长为

全国机械行业劳动模范；从胜华波的普

通车间，到赴北京接受颁奖⋯⋯46 岁的

李安锐用辛勤的汗水与智慧，塑造了新

时代机械工业劳动者的榜样，谱写了人

生的精彩华章。

李安锐，四川资阳市安岳县人，现为

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胜华波）生产部副经理、注塑车间主

任。在胜华波的 16 年，他坚持技改之路，

为公司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初次技改“一炮而红”

自行配比原料获认可

破解难题节省成本

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到技术研发“领头羊”

带领团队不断创新改写华威新篇章

■记者 项颖 实习生 张苡铭

(前排左一为李安锐，第二排右六为蒋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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