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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亩的用地面积，建筑面积

不到6000平方米，年产值达到1

亿多元，年创税收七八百万，吉

尔康成为我市经济发展中“亩

产”的香饽饽。如果以“亩产”论

英雄，它当之无愧。

要说吉尔康鞋业何以取得

如此骄人的成绩，就不得不说企

业掌舵人蔡付弟的科学管理理

念，“以规范化管理保障规范化

生产，从而保障质量的规范统

一。”参观针车车间时，每条生产

线前悬挂的“针车优化示范线”

牌子正是在无声展示着蔡付弟

倾力打造的科学管理“王国”。

每一条针车生产线用黄色

斑马线规划出生产线区域，再按

工人座位划分每人的卫生责任

区，工人下班前必须将自己责任

区内的卫生清理干净；每台缝纫

机下装订一个杂物袋，踩鞋帮的

废料必须收进这个袋子里；物件

摆放和工人操作全部按制定的

标准执行，且每天召开早晚会议

……

这是吉尔康科学化管理的

一个缩影。不久前，公司还投入

50多万元，邀请了福建省晋江市

博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

顾问团队，来此进行 7 个月的实

战辅导与开设一系列的培训课

程，培养员工规范化操作的意

识，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品质。

“这次辅导和培训还有一个

重要的课题是推动企业走向计

划管理、信息化管理。”蔡付弟

说，“以前我们习惯于‘人管人’，

管理要靠催和盯。现在，每接到

一笔订单，公司会根据交货日期

先排出每个车间的任务量和截

止时间，提前有计划地做好任务

把控，各车间、部门就以订单计

划系统为主轴运作。未来企业

的运作模式一定要靠机制/系统

管理。”

针车车间的生产管理看板

就已经开始体现这样一种管理

方式，看板上会标出每日的目标

产量，工人们要完成任务才能下

班。“每个车间每天都会上交生

产日报表，哪些订单生产落后一

目了然，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开

展管理，这就是信息化管理的益

处。”蔡付弟说。

此外，作为鞋企，易燃物品

往往给企业安全生产埋下“不定

时炸弹”，在做新厂区规划时，蔡

付弟心心念念的第一件事就是

严格按照消防标准设计厂房，每

层楼设4个楼梯、安装消防喷淋、

配置灭火器材……

“从 1996 年办厂以来，我们

就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到目前

为止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说

起这，蔡付弟颇感自豪。也正是

因为这种对待企业管理的工匠

精神，造就了吉尔康持续成为瑞

安工业企业50强之一。

EHS 是 环 境 （Environ-

ment）、健 康（Health）、安 全

（Safety）的缩写。百度百科对其

做了如下解释：EHS 方针是企业

对其全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行

为的原则与意图的声明，体现了

企业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保护

方面的总方向和基本承诺。

“通俗一点讲，就是要求企业

保障职工的职业健康和劳动安全，

做好环境保护。欧美企业对EHS

十分重视，特别是我们与多家全球

500强企业合作，对方点明必须通

过EHS审核，这样有助于提高企业

的稳定性。”宋其通说。

在保障职工的健康安全方

面，防护眼镜、耳塞、环保口罩等

劳保用品一一配齐，对于有职业

危害的工种，安排职工每年体检

一次，并建立体检档案。

而环境保护是振兴石化的

“重头戏”。宋其通介绍，石油化

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免不了产

生大量废水，这些废水如果直排

出去势必影响生态环境。公司搬

到塘下时，就购买了一套废水处

理设备，但在运行中发现废水处

理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2011年

又重新投入100多万元购买了现

在在用的这套废水处理设备。

宋其通向记者介绍了废水处

理的过程，企业生产的废水先要经

过压滤机压滤，去除污水中呈悬浮

状态的固体污染物质，然后进行酸

碱度中和产生沉淀，使废水净化。

“经过废水处理后的水都可

以回收利用，大部分用于生产过

程中的循环冷却和冲洗环节，有

时候也用在生活中，比如冲洗马

桶。”宋其通说，通过废水回收利

用，目前公司已能做到零废水排

放，尽最大努力将对环境的影响

降到了最低。

在记者看来，振兴石化的废

水处理正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

程，通过废水的净化、回收、再利

用，治污能产生不小的“经济效

益”，反过来又提高了企业治污的

积极性，可谓是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三丰收。如此“健

康”的企业，也难怪在国际市场所

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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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环保”造好“轮”

振兴石化：靠好“轮”转出的50强新贵

2013年8月，浙江振

兴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兴石化）如

同一匹黑马首次闯进塘

下镇2012年度工业企业

30 强，记者采访公司总

经理杨敬赛时，他说，

“我们还要努力，希望

2013年能进入瑞安市工

业企业50强！”

果不其然，一年之

后美梦成真，振兴石化

成为2013年度市工业企

业 50 强榜单上的一张

新面孔。

如果说，第一次是

偶然，那么第二次则是

必然。近日，记者走进

振兴石化对话董事长宋

其通，听他讲述这些年

来公司发展的背后故

事。

从 2007 年的四五千万元到

2014 年的 1.95 亿元，短短 7 年时

间，振兴石化的产值翻了两番。

“公司是 2006 年从汀田迁往

塘下国际汽摩配产业基地，自从搬

进新厂房后公司发展迅猛，这些年

产值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平均年增

长率达20%。2014年更是延续了

这个好势头，生产产能 250 万套，

规模同行业已经排名亚洲第二。”7

年来，宋其通看着公司一天天“成

长”。

20%增长率，在不少企业看来

已是天文数字，更何况 2008 年金

融风暴的阴霾久未散去，能在经济

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保持这样一

个增速，对于振兴石化来说实属不

易。

那么，是什么让它打开了“财

富”的大门？

“首先要归功于我们选择了一

个‘冷门’行业，30 年来公司专攻

石油钻采领域，主要生产潜油电泵

叶导轮。”宋其通告诉记者，这个行

业入门门槛高、投入大，让不少企

业望而却步，据他所知瑞安同行业

的企业只有两三家。

2007 年之前，振兴石化的产

品已经成功进入大庆、胜利等国内

知名的各大油田，成为国内颇具名

气的叶导轮产品制造商。但国内

市场对叶导轮的需求毕竟有限，

2007 年开始，振兴石化开始将目

光投向全球，踏上外贸营销的征

途。

“当时，经国内油田朋友的介

绍，尝试与一家美国供应商合作，

该客户号称是美国要求最高的。

一开始，客户并不直接下订单，只

让企业做样品，数量从几套模具慢

慢增加到小批量生产，考验企业的

生产能力，还分别派质量、技术、采

购人员前来考察。”宋其通说，公司

在这方面投入不小，每年仅模具费

用就得好几百万元，但事实证明，

这钱花得值！

正如宋其通所料，两三年后，

这家美国供应商与振兴石化正式

敲定合作。也是因为这次合作，振

兴石化在国际市场打响了知名度。

“大家都在想，连美国要求最

高的供应商都‘搞定’了，这家公司

肯定不赖，所以我们就顺利敲开了

国外市场的大门。”宋其通笑着说。

如今，振兴石化的产品销售以

出口为主，主要销往美国和俄罗

斯，去年外贸销售更是突破 2000

万美金，占销售总产值的66%，挑

起了企业“大梁”。

生产叶导轮需要经过粗车、精

车、拉槽、打光等 10 多道工序，而

操作这些工序的都是一台叫做“数

控车床”的机器。

在机加车间，记者见到了数控

车床，它们被整齐地排成了10列，

每列 10 台左右，一个车间总共分

布着约120台机器。

数控车床有个长方形的机身，

打开机身门，里面是加工场所，在

机身一侧还安装有一个类似电脑

的数控装置。宋其通介绍，工人的

操作非常简便，只要在数控装置上

设好编程，把被加工零件放进机身

夹紧，然后关上门就行了，机器会

根据程序自动加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位工人都

被4台机器包围，一人轻轻松松就

掌控了4台。不过细看数控车床，

记者发现它们的机身和数控装置

“长得”并不完全一样。

宋其通说：“我们从2006年搬

进新厂就开始实行‘机器换人’了，

机器都是分批购进，过去一台价值

约 10 万元，现在买一台要四五十

万，硬件装备更新了，生产工艺自

然也愈发精进，产品质量才得以保

证。”

“机器换人”带来的效果也十

分惊人，虽然员工总数减少了约一

半，但振兴石化的产能却提高了七

八倍。

叶导轮生产出来后，需要送到

检验车间进行检验。走进检验车

间，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对叶导轮的

每一个部分进行检验，有的检查表

面是否平整，有的检查尺寸是否匹

配，还有的在用照灯查看内部流

道。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对产品实

行全检，绝不抽检，一旦发现产品

达不到出厂标准，将立即采取措

施。

“因为叶导轮需要一节节拼成

10来米长，深入到地底采集石油，

任何一节出现问题都将导致整个

电泵的损坏，处理起来十分麻烦。”

宋其通对严标准解释道。“有些叶

导轮质量达标，但表面有点凹凸不

平的，我们就用激光焊补机进行焊

补。”

记者看到激光焊补机上有个

类似放大镜的设备，可以将叶导轮

表面凹凸的部位放大显示在屏幕

上，“放大镜”旁有一条管道喷射出

激光。工人一边抬头看着屏幕，一

边通过手的移动让凹凸部位照射

激光，慢慢把表面制作平整。

如果说产品检验是品质把关

的最后一道关卡，那么模具开发就

是基础。记者走进模具开发车间

时，一名工人正在射砂机前试验刚

开发出来的模具。

“刚开发的模具都要经过试

模，检验模具是否合适。”宋其通指

着射砂机说，机器会将砂子加热到

250℃，然后注入模具，等砂子冷

却成型后取出，就可以直观地检验

“产品”是否合格。“这是刚做出来

的，可以看到表面有些倾斜，说明

模具需要再作调整。”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也是对客

户的保障。振兴石化深谙此道，多

年来质量的提升也使得其产品档

次稳步提高，与多家全球500强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从全市来看，吉尔康的新厂

区规模、档次可能不够“高大

上”，但蔡付弟的精明在于“地”

尽其用，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做

足文章，不仅有生产、研发、行政

办公用房，员工的饮食及文化休

闲等配套场所也是应有尽有。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螺蛳壳

里做道场”。

吉尔康新建的厂房只有 6

层，让人难以想到的是这里居然

建了3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停车

场，可以停 80 多辆车。据了解，

在温州范围的企业中，厂房下面

建设停车场的鲜有听说，更何况

地下室造价不菲。

“经济账和社会账要对比着

来算。”蔡付弟说，企业现有员工

500 多名，管理人员和员工拥有

的小车已达40多辆，随着员工收

入逐年提高，将来有车的员工会

越来越多。“厂区面积本就不大，

停车显然是个大问题。如果人

人都把厂区外面的道路当作停

车场，势必会影响市容和交通，

对环境也不利。”蔡付弟的账算

得很在理，舍小家顾大家，从他

的话语中，记者读出了一个企业

家拳拳的社会责任感。

“在规划设计时，我提出不

但利用地下，同时也利用屋顶空

间建空中花园的想法。在顶层

设计时，特要求设计单位在屋顶

承重力上考虑这一因素。虽然

提高了造价，但增加了绿地，美

化了环境，又让员工多了休闲的

场地，可谓‘一箭三雕’。”蔡付弟

的介绍透着一种自豪，他掏出手

机，向记者展示了空中花园的鸟

瞰效果图。

“花园”入口处是一个用木

头搭起的休闲廊道，穿过木廊道

能看见一个标准的羽毛球场掩

映在绿树丛中。而廊道另一侧

通往一块休闲空地，绿荫环绕，

其间点缀着几个休闲茶座，好一

个绿色生态休闲空间！

作为市鞋革行业协会副会

长，蔡付弟表示，莘塍制鞋行业经

过30多年发展已形成产业集群，

在国家提倡实业兴国的号召下，

瑞安市政府也积极响应，提倡企

业立足于本地发展，但目前一些

规上企业还面临着厂房用地不足

及租厂房现象，土地成为其进一

步扩大生产的制约因素。而围垦

开发区又远离产业集群，多数企

业担心因用工问题影响企业发

展。

“针对此问题，新一届政府

提出产业城市联动发展，积极出

台扶持规上企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如果政府能积极帮助规上

企业解决10亩左右的用地问题，

这些规上企业将为瑞安的经济

发展创造更高的效益。”

“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企业

将土地用到极致的一种体现，但

从另一角度也透露出企业用地

受限的些许无奈。

“螺蛳壳里做道场”

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产值年增长20%，规模排名亚洲第二

机器换人近10年，车间实现产品全检

废水零排放+EHS达标，“牵手”世界500强

记者张苡铭/文 王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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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制好鞋

吉尔康：靠好鞋跑出的亩产英雄
记者张苡铭/文 王志/图

“原材料涨价、市场疲软、劳

动力成本提高，今后靠廉价产品

难以生存，科技制鞋是制鞋行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鞋业

的突围之路。”蔡付弟在分析制

鞋行业发展时，语重心长地说。

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今年搬入新厂房后，吉尔康

投资上千万元，引进了各种先进

设备，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自

动化设备，如聚氨酯自动灌注

机，自动开模、锁模机，自动打脱

模剂等设备，为科技制鞋添油加

力。

采访当日，记者在注塑车间

见到了这些自动化设备连成的

生产线。只见环形导轨上有 80

来个模具在循环传送，模具分列

两侧，一侧由工人放进鞋帮，另

一侧由聚氨酯自动灌注机注入

聚氨酯液体，然后模具会自动

“合二为一”，称为锁模，并在环

形导轨上自动完成注塑。

“这样工人的劳动强度就很

小，只需要放进鞋帮和拿出制好

的鞋子就行，不像以前浇注、开

模、锁模、喷脱模剂等都要另外

安排工人操作。现在一条生产

线只用安排约七八名工人，比传

统的流水线减少30%劳动力，而

且一圈‘工作’下来只要 10 多分

钟，就能做出40来双鞋。”蔡付弟

说。

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带来

的不仅是人工的解放，有时体现

的更是一种负责的制鞋态度。

注塑车间不远处是成型车

间，夹帮、锤鞋、削边等工序连成

了一条鞋帮成型线。在这条生

产线的成型段的尾部，蔡付弟指

着一个顶部安装着电脑显示屏

的机器说，“这叫电脑扫描验钉

机，达到高度智能，能准确验出

鞋子的残钉。”

说话间，他拿了一只内嵌一

颗鞋钉的鞋子，从验钉机一端送

入机器中扫描，“你看电脑显示

屏，清晰地显示出了鞋子内部的

这颗钉子和所在的位置，就像机

场行李过安检一样，任何危险品

都逃不过机器的‘眼睛’。员工

只需时刻盯紧屏幕，及时清理掉

鞋钉。”

一双好鞋往往能带给人一

种舒适感，相反的，一双质量不

合格的鞋会给人带来伤害，制鞋

无小事。

蔡付弟表示，一旦出现鞋钉

扎伤客人的事故，鞋企要负担起

全部责任，所以供应商对此十分

重视，每发现一个钉子要罚款

5000 元，如果鞋子出口到国外，

则罚得更多，最多时罚款金额高

达10万元。自从有了验钉机，企

业既省心又省钱，已经能做到

100%无残钉。

向科技制鞋要发展

约 1 个月前，瑞安市

吉尔康鞋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尔康）“搬家”

了，“住”进了莘塍东新工

业园区占地 7.4 亩、建筑

面积 17000 多平方米的

“新家”。

走进“新家”，大门边

的办公区域正紧锣密鼓

地装修，而车间大楼前忙

着装卸货物的 3 辆大货

车却昭示着企业生产的

勃勃生机。一家从3.7亩

地上走出的鞋企，是如何

书写“亩产英雄”的传

奇？日前，记者采访了董

事长蔡付弟，在他的言语

中，吉尔康“科学技术+

科学管理”的发展模式愈

显清晰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