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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敏洁）近日，记者从市财

政地税局获悉，我市 5 家企业申请的 2018 年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贷款贴息项目，成

功 获 得 国 家 补 助 资 金 46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27%，在温州占比达 65%。据悉，该笔补助

资金将于近期发放到位。

我市这 5 家企业分别为市华盛水产有限

公 司、浙 江 香 海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市 华 忠

水 产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顶 味 食 品 有 限 公

司、浙 江 金 旺 达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获 得 补 助 资

金，涉及水产品、农产品、粮油收购等流动资

金贷款贴息项目。

其中香海申报的“水产品收购流动资金

贷款贴息项目”获得补助资金达 150 万元，成

为此次获得补助资金最多的企业。据介绍，

香 海 这 个 项 目 向 银 行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4692 万

元，全部用于收购对虾、梅子鱼、黄花鱼等水

产品原料。

“这是一个拉动性强、辐射面广，具有良

好 经 济 效 益 和 广 泛 社 会 效 益 的 农 业 综 合 开

发产业化项目。”香海相关负责人说，通过项

目建设和示范推广，实现项目单位产品附加

值增加达 1000 多万元，带动渔户增加经济收

入 300 万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300 多个（包

含 采 购、生 产、销 售 全 过 程），直 接 为 就 业 人

员创收达 1000 多万元，并有效带动瑞安乃至

浙南地区农业综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

市财政地税局工作人员表示，农发项目

国家贴息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

用 ，撬 动 金 融 资 本 支 持 现 代 农 业 ，有 利 于 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 改 革 ，加 快 培 育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坚 持

把“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作为扶持重点，

坚 持 实 施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扶 持 农 业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规 划 ，补 齐 农 业 产 业 链 条 短 版 ，促 进 全

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着力打造农业优势特

色 产 业 集 群 ，推 动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据统计，自 2011 年以来，我市农发项目

获得国家贷款贴息补助资金达 1697 万元，有

力 扶 持 了 华 盛 海 上 加 工 船 建 设 等 20 个 农 业

项目落地。

一颗粒子的魔幻之旅
“机器换人”带来技术红利

走进鸿一箱包生产车间，一派忙碌

的景象映入眼帘，各条生产线开足马

力，各工序井然有序。

“一颗米粒般大小的粒子通过板材

工艺制造成板材后，再运往这里开始第

二道工序——吸塑工艺。”浙江鸿一箱

包皮件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许一雨指着

正在运转的机器说，一块平面板材经过

吸塑工艺后，拉杆箱的外壳就初具雏

形，之后再经过几十道工序的“磨练”，

最终蜕变成拉杆箱。

许一雨介绍，第一道工序板材工艺

是生产拉杆箱关键环节，在他们的仙降

厂区内完成。这道工序涉及到技术、配

方以及成本控制，如果配方不准，会直

接到影响到产品出厂品质，如韧性、表

面光滑度等。

据了解，鸿一拥有 2 家厂房，分别

位于仙降和飞云。前者已经有 20 多年

的历史，由于产能不断扩大，2010 年鸿

一又在飞云盘下占地面积 16.3 亩的厂

房，比仙降的厂房大了一倍。

除了以扩大厂房增加产能外，鸿一

还不断投入资金，实现“机器换人”，推

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去年该公

司投资 500 多万元购入了 13 台机器。

“这些机器主要用于锯边、打孔工序，过

去这道工序需要 4 个工人操作，现在仅

需 1 人完成。”许一雨说，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得同时也提升了产品品质。

开发新产品提高竞争力
打造全新品牌丰富产品线

在鸿一公司的展厅内，罗列着上百

款拉杆箱，令人眼花缭乱。“这是我们

‘NTNL’牌的新款，跟普通拉杆箱不同

的是，它增加了一道组装工序。”许一雨

提着一个定位于商务人士的拉杆箱说，

他们在箱体前盖开口多做了一层空间

用来放置笔记本电脑、护照、身份证等

用品，免去了整体打开拉杆箱的麻烦。

就是这小小的设计，令产品附加值

提升了30%到50%，大大提高了产品市

场竞争力。据了解，每年鸿一都会设计

开发 100 多款新产品，满足日新月异的

市场需求。

而许一雨口中的“NTNL”牌，正是

去年鸿一致力打造的新品牌。“这个商

标注册地在美国，主要用于国内销售。”

许一雨说，鸿一公司将借助“NTNL”，

从单一的拉杆箱衍生到双肩包、女包等

产品，以丰富的产品线实现品牌横向发

展，并计划在国内开出“NTNL”专卖

店。

20 多年来，鸿一不断开发新产品

来适应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产品蕴含

着新潮的设计和优秀的品质，在国内外

各大城市享有盛名，并远销欧洲、中东、

北美等 30 多个国家。目前，鸿一拥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和 专 利 ，产 品 通 过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先后获得

“中国箱包优秀品牌”“浙江省著名商

标”“浙江名牌产品”“温州知名商标”

“温州质量信得过产品”“中国国际箱包

皮具设计大赛金奖”“瑞安市专利示范

企业”等荣誉。

顺应市场不断调整布局
未来实现智能制造

去年鸿一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实

现生产产值2.4亿元，同比增长20%，其

中出口额高达1.8亿元。别看现在出口

额高，其实泓一是内销起家的。2008

年面临金融危机以及国内市场无序竞

争等情况，鸿一才转向以贴牌为主的出

口贸易。

但是，考虑到贴牌生产不利于企业

长远发展，而且国内利润要远远高于外

贸利润，2012 年鸿一又把目光转向国

内市场。“打个比方，一个产品外贸利润

为 6%，那么国内利润就可高达 10%至

15%。”许一雨说，转向国内市场的第一

年他们就在全国布局了 10 多家直营批

发店，一改以往贴牌形象，而是以鸿一

牌亮相市场，实现内外销两条腿走路。

近三年来，受到电商和零售商的挤

压，鸿一又重新调整战略，与大型超市、

零售商合作，入驻天猫、京东等电商平

台，站稳国内市场。去年鸿一在国内实

现生产产值 6000 万元，其中电商实现

3500万元，今年预计达到5000万元。

随着我市时尚制造（箱包）总部园

的打造，园区内占地 40 亩的鸿一新厂

区预计在今年 8 月动工。“未来我们将

实现智能制造，目标年均产能实现 7 亿

多元。”许一雨充满信心地说，鸿一将站

上更广阔的舞台。

打造全新品牌 实现智能制造

鸿一：让每一只箱包都有态度
■记者 潘敏洁/文 王鹏洲/图

从一颗米粒般大小的粒子，经过一道道工序，最终蜕变成时尚的

拉杆箱。近日，记者在位于飞云的浙江鸿一箱包皮件有限公司看到了

一颗颗小粒子的魔幻之旅。

鸿一箱包作为温州地区最大的旅行箱制造企业，已走过21个春

秋，主要生产“ABS”、“PP”、“EVA”等系列拉杆箱产品，其产品品种、

年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等均名列温州地区同行业前列。

我市农发项目
获国家贷款贴息468万元

撬动金融资本
支持现代农业

浙江鸿一箱包公司营销总监许一雨介绍箱包产品浙江鸿一箱包公司营销总监许一雨介绍箱包产品

编者按：瑞安除了华峰、瑞立、瑞明、力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还有很多优秀企业在经营理念、产品创新、企业文化、商业模式等方面各有建树，却
由于曝光度低而鲜为人知。本报从今天起推出《企业首show》栏目，记者将走基层，下企业，进车间，挖掘企业亮点，邀其在财富榜上走一场“首秀”，向大家
完整地呈现他们的突破与创新，他们的艰辛与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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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首show

本报讯（记者 林长凯）2016 年末以

来，纸价上涨的消息一波接一波，从未消

停。今年春节过后，原纸市场又掀起一波

涨价潮。很多下游企业纷纷表示，原材料

不断上涨让他们感到压力与日俱增。

原纸价格上涨企业压力剧增

据了解，今年的纸价与去年各品种分

阶段性上涨不同，文化纸、白卡纸、包装纸

等多种品类价格一次性集体上涨。据市

包装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超过 50 家原纸企业宣布涨价，涨价幅度

在 100—400 元之间。

莘塍街道一家包装盒生产企业负责

人张先生 3 月份又收到了供应商发来的

瓦 楞 纸 价 格 每 吨 上 调 了 200 元 的 涨 价

函。这让他感到压力巨大。张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做的是定制的包装箱，原

先每年瓦楞纸的成本在 3 万多元，现在要

5 万多元。“纸价上涨，直接导致成本上

升，而终端客户又要求保持价格平稳，我

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高成本又难调价的

问题。”张先生说，如果未来纸价涨幅在

5%以内，还可以选择自行消化；如果涨幅

到 10%左右，产品价格就只能跟着涨，否

则就要亏本。

据张先生介绍，包装企业主要分为一

级的造纸厂、二级的箱片厂以及三级的纸

箱企业。作为产业链的下游，我市三级企

业数量占比大。据不完全统计，我市有

30 多家纸箱企业，其中大部分企业规模

都不大。

“现在包装企业之间的产品区别不

大，而且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透明，稍微

的价格波动就会被客户觉察到，特别是处

于产业链末端的纸箱企业，市场主动性不

强，与客户的议价能力也不高。”包装行业

业内人士陈先生说，纸箱企业因数量多、

竞争激烈等原因，在原材料价格波动变化

中影响很大。

陈先生表示，随着原材料的上涨、环

保政策的日益严格，印刷包装行业的门槛

越来越高。相关包装企业要对自身发展

进行一个长期科学的规划，生产的产品不

仅要在价格上有优势，而且要展现企业的

服务特色，进一步抓牢市场主动权。

新形势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原材料的上涨给包装企业带来了很

多压力，但这股压力却推动了企业的转型

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市的一些

包装企业开始抓住这次机遇，投入资金引

进新设备，倒逼自己加快转型升级，提高

市场占有率。

“企业经营不好就会倒闭，但行业不

会倒，只有比别人先行一步，才能占据市

场。”森森包装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徐先

生告诉记者，在新一轮形势下，公司通过

革新设备、提升服务赢得了市场。

“以前，我们给客户做一个样品箱，需

要经过树脂版、橡皮版、排版等各种流程，

耗时两天左右。新设备只要一个设计图，

两分钟就能打印出一个样品来。”森森包

装有限公司生产部主任张特告诉记者，去

年公司花高价采购了一台数码印刷机，让

个性产品设计变得非常方便。

徐先生说，目前包装印刷行业的科技

含量还不是很高，用设备代替人工将会成

为将来的一种趋势。企业大多愿意花钱

去购买更加先进和智能化的设备，进行技

术改造。先投入，提高产能和效益，再考

虑赚钱，已经成为不少包装企业主的共

识。

纸价不断上涨 技术改造成包装企业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