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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洵煜
走进浙江华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热处理车间，偌

大的厂房放着近20台机器设备，却只有十几名员工在轻

松操控。“这是精益生产的功劳。”该公司董事长郑更生说，

自 2010 年推行精益生产模式后，公司成功实现“机器换

人”，每年产销量基本保持20％的增长速度，去年总产值

超亿元，2013年获瑞安市精益生产奖，2014年获瑞安市市

长质量奖。

年产销量保持20%的增速

“华信”：这是精益生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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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张建国的工作室

时，正见他右手握锤子、左手持刻

刀，照着勾好的线条进行雕刻，龙

的毛坯初具形状，一旁桌子上摆

放着十几把大小不一的刻刀。在

工作室里雕刻的还有两三人，他

们都是张建国的学徒。

张建国出生于木雕世家，家

族中有50余人都曾从事木雕行

业，其祖父、母亲及他自己都是塘

下小有名气的木雕艺人。也许是

从小耳濡目染，张建国在儿时就

呈现出雕刻的天分，他拿着废木

材、刻刀依样画葫芦，雕刻的作品

总是有模有样。14岁那年，他开

始跟着母亲学艺。凭着木雕世家

的先天优势，张建国学得很快，柜

子、窗檐、栏杆上的动物和花纹，

在他的刻刀下，总能呈现栩栩如

生、别有韵味的画面。

他手艺精湛，雕刻细腻，25岁

时便带学徒。到目前为止，已有

十几个学徒出师，其中一些学徒

甚至已开始收徒弟了。

目前，“华信”共有 2000

多种离合器，是温州地区生产

汽车离合器的龙头企业、国内

五大汽车离合器出口企业之

一，2014 年销量稳居温州第

一、浙江第三、全国前十。对

于这样的“成绩”，郑更生笑

言：“精益生产还得让技术流

动起来，及时更新。”

其中，采用自动化模具就

是一个重要举措。李红军介绍，

企业每研发一款产品，就开发一

个新模具，目前，公司已有大大

小小的模具7000多套。“这模

具被小看了，可帮了我们大忙。”

李红军举了个例子：原本生产一

个钢板需5道工序，5套模具，5

台设备，5 个人，每天约生产

6000个。采用自动化模具后，

从第一道工序到第五道工序可

一次性完成，每分钟可生产60

个，一天能生产2万多个，是原

来产量的近4倍，员工却仅需1

人。据介绍，2013年，该公司使

用模具进行冲压生产的人员为

67 人，产量为 108 万套。而

2014年，冲压生产的人员降为

52人，产量却达到132万套，效

率提高40%左右。

在“华信”车间，记者看到

了各式各样的新型设备。据了

解，自2012年起，“华信”开始

着手改进设备，现有改进的设

备50余台。“这是我们与自动

化公司合作研发的自动淬火生

产线。”李红军指着一台庞大的

机器说，原先这机器光升温就

需两天，员工得 48 小时“照

看”，加热后还得将配件冷却，

十分不便。改进设备后，采用

电磁感应高频加热，只用20多

秒就可完成加热，并通过“机器

手”自动放置冷却。“最近我们

又对该生产线做了改进，今后

可生产规格更大的配件了。”李

红军自豪地说。

从转变观念做起

早期，“华信”抓住机遇，专

注生产离合器，在汽摩配市场

占领了一席之地，但前行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2009 年，在成

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

跌的双向挤压下，“华信”的利

润几乎为零。仔细分析市场形

势后，郑更生决定通过降低成

本的方式摆脱“三明治陷阱”，

推行精益生产模式。

2010 年，“华信”请来精益

生产专家工作组进驻公司，指导

开展精益生产模式。从管理人

员到车间员工，无一不接受培

训。“推行精益生产模式最大的

困难在于转变员工的思想观

念。”郑更生说，尽管学习了理论

知识，仍有不少员工敷衍了事，

不愿改变固有的生产习惯。对

此，郑更生在确定精益生产制度

的同时，还通过模拟实验的方式

让实效“说话”：“华信”原本使用

的是推动式生产工序，一道工序

需1天时间生产，5道工序就需5

天。这种方式不仅耗时，还易造

成中间环节的堆积与浪费。为

提高效率，“华信”通过调整车间

布局，采用流动式生产工序，5道

工序同时进行，1 天即可完成。

通过这么一个小改变，却换来了

效率的大提高，这下，员工们都

见识到了精益生产的“威力”，终

于对这种生产方式心服口服。

采用流动式工序后，技术

人员又发现了一弊端：每天的

产出取决于平均工序，但每个

员工工作效率的不一致会造成

时间浪费，于是，技术人员又将

其改为 U 线型工序，让员工呈

U 型排列，已做完某工序的员

工便能及时知道其他员工的生

产情况，帮助生产，提高效率。

“采用该工序后，中间库存积压

降低了 30％以上，效率提高了

20％。”该公司技术总工程师李

红军说，这次调整使他们明白，

精益生产的要领之一是要让信

息流动起来。顺着这一思路，

“华信”又做出了一系列让信息

透明化的调整：在车间贴起生

产管理板、日常保养检点表、产

品纠错通告栏等，并设置每月

查找问题奖，激励员工主动发

现问题。

“我们还成立了 5S 管理小

组，不定期检查地面清洁、物料

摆放、设备维护等现场情况。”

李红军说，为避免员工应付检

查，他们想了个法子：每次只检

查一项内容，并提前通知员工

检查的时间和内容。“因每次检

查内容单一，员工都会配合完

成，通过循环检查的方式，员工

形成了习惯，久而久之，也就把

5S 的 每 项 内 容 都 整 改 过 来

了。”李红军说。

让信息流动起来

让技术流动起来

■见习记者 林翔翔
“我爷爷做木雕，我母亲做木雕，这手艺可不能在我这一

代失传啊！”走进位于塘下镇海安东门横街上的祥龙木雕研究

所，一件件精美的木雕作品映入眼帘 ：元宝桌角的老虎威风

凛然；圆雕狮子眼睛炯炯有神；浮雕祥龙活灵活现……这些造

型优美、形态各异的木雕都出自张建国之手。

张建国1970年出生于海安海东村木雕世家，现为温

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会员。前不久，他的作品“祥龙”入

展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家传手艺不能在我这一代丢了”

张建国的木雕情结

14 岁学艺，25 岁收徒

上世纪80年代，木雕行业

十分红火，甚至出现木雕艺人

“斗台”现象，即一个工程两个

师傅各雕一半，看谁技艺更高

明。

20 年前，张建国接下了

海安东门城隍庙里的活儿，接

这活儿的还有一个经验丰富

的老艺人。与老艺人“斗台”

让张建国倍感压力，他认真雕

刻，10 天后，木梁上的浮雕

龙、凤、花鸟活灵活现。为了

不输面子，本已完成任务的张

建国继续雕刻，他将龙头、龙

爪的花纹复杂化，又过了 10

天，原本的浮雕变成了半圆

雕，作品更加立体精神、富有

灵性。

自加工时、精益求精，张

建国的半圆雕作品备受好评，

过了几年，一位来自九华山的

尼姑路过海安城隍庙，看到张

建国的半圆雕作品后，请他到

九华山一寺庙做雕刻。

张建国感慨现在的雕刻

生意不如从前。他说，以前生

意好的时候，能同时揽下五六

个项目。随着机器工业兴起，

传统手工业艰辛、利润低，许

多木雕师傅纷纷改行办厂，张

建国家族里原来有 50 多人从

事木雕行业，现在仍坚持在做

的只有三四人。

“一年下来，看到别人的

收入，再对比一下自己的，也

曾想过放弃，但是母亲对我

说，木雕是家传手艺，可不能

在我这一代丢了。”母亲当年

的一句话让张建国坚持到现

在，现在他的木雕作品遍布全

国。更让张建国欣慰的是，今

年 23 岁的儿子也开始学习木

雕，作为张家第四代木雕传承

人，他在传统手工木雕的基础

上融入电脑设计，传统木雕手

艺由此可望得到提升。

张建国说，木雕是个慢活

儿，一个作品需要经过选料、构

思、打坯、粗雕、精雕、打磨、上漆

等十几道工序，倾注大量的脑

力、耐力和体力。而所有的工序

中，构思环节无疑是最考验木雕

艺人水平的，这需要艺人累积大

量的生活经验和雕刻经验。

在张建国25岁那年，一顾客

想把自家楼梯口的木栏杆雕成狮

子作为装饰。在此之前，张建国

雕刻的多数是山水、花鸟类的浮

雕，从未雕刻过圆雕，而且生活经

验不足，即便看了许多图片，他脑

子里始终无法呈现一个立体的狮

子形状，为此他苦苦钻研。

无意中，他听说鲍田某人家

有木狮子，遂前去实地观察。他

仔细观察圆雕狮子，并从各个角

度进行拍照，回家揣摩。但是，

他发现那座木狮子的鼻子很好

看，耳朵却一般，于是又打听哪

里还有圆雕狮子。他先后去了

十来个地方，到处借鉴，最终完

成了第一个圆雕作品。

看到成品后，顾客表示满

意，但张建国却不甚满意。“成品

符合我当时的雕刻水平，却没达

到我理想化的水平，我总觉得那

木狮子结构比例不大协调，嘴巴

甚至还有点歪……”张建国说，

当时他雕刻的狮子造型属于偏

现代化，而传统造型的狮子更具

观赏性，为此他事后又特地去东

阳一家木雕作坊看传统的圆雕

狮子，进一步学习观摩。

到处借鉴，完成第一个圆雕作品

自加工时，浮雕做成半圆雕

张建国在雕刻张建国在雕刻

““华信华信””生产车间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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