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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猛不慎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
书丢失，证书批文号：冀职改办字【2012】203号，声
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0届农业经
济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崔红梅学籍档案丢失，编号：
2000-1241，声明作废。

▲石家庄热风贸易有限公司不慎将石家庄苏
宁广场1层102-2号铺位热风装修押金条丢失，收
据编号：0067139,金额9548元，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2015届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鲍晓
学士学位证书丢失，编号：1007542015001113，声
明作废。

▲河北地质大学2019届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
本 科 毕 业 生 成 功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20191007701740，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2013届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生张艳霞学士学位证
书丢失，编号：1008642013000950，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2018届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硕 士 研 究 生 刘 立 志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20181008290252，声明作废。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2002届工业电气自动
化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张晓东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41306120020603406，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2009届通信工程专业本
科 毕 业 生 范 春 华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07542009006121，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质量技术监督学院2016届安全工
程专业本科毕业生贾善兴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1600211，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2015级口腔医学专
业学生曹益铭学生证丢失，学号：15021040002，声
明作废。

▲大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慎将河北省罚款
统 一 收 据（空 白 、一 式 四 联）丢 失 ，票 号 ：
013154294,声明作废。

▲宁晋县换马店校区不慎将公章丢失，声明
作废。

▲河北省微生物研究所工会委员会不慎将工
会法人资格证书（主席证）丢失，证号：030100481,
声明作废。

▲河北金九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240657422756）
及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李现军不慎将中冶德贤公馆 11 号楼 2 单元

1202 室装修保证金票据丢失，票号：B 石家庄德贤
公馆2031,金额：4000元，声明作废。

▲佳林建设有限公司臧卫娜不慎将建筑施工
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丢失，编
号：冀建安 B（2016）0059634,发证日期：2016 年 4
月18日，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2005届种子科学与
工程专业专科毕业生刘艳伟学籍档案丢失，编号：
2005-03418,声明作废。

▲衡水学院2019届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
毕业生谯哲三方协议丢失，编号：1903124,声明
作废。

这朵云，让安迪模具生产更智能
——云上的河北企业①

编 者 按 “ 云 ”是
承载各类信息化应用
的关键基础设施，能够
为企业带来更经济、更灵活、资源更
丰富并可无限扩展的信息化服务，为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
深度融合提供平台支撑。上云已成为加速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今年 2 月，我省安迪模具、新兴铸管、保定维尔
三家企业入选工信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近日，记
者走进这三家企业，探访这些企业究竟有着怎样的
别样风景。

□记者 米彦泽

在黄骅市开发区华泽路上，有一家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工厂——河北安迪
模具有限公司，却与众多知名大型玻璃瓶罐生产企业有着长期合作关系，产品出口
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这家工厂为何如此受青睐？奥秘就隐藏在那一个个终端智能设备之中。
2018 年，河北安迪模具有限公司与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加入

iSESOL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了混合云。该平台是以制造装备互联为基础，依托
“工业互联+云服务+智能终端”创新模式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作为我国玻璃模具制造行业中屈指可数的专业高端玻璃模具生产厂家
之一，这朵云能为安迪模具带来什么？

□见习记者 关晓红 记者 宋 平

“扫码开柜拿菜，感应系统自动称
重，关柜后自动从手机钱包扣钱，整个
购买流程只有 5 秒钟，非常方便。”最
近，家住石家庄市银都花园小区的 90
后王鹏，经常在小区入口处的智能生
鲜柜购买蔬菜和水果。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快递柜、智
能生鲜柜、鸡蛋售卖机、自助酸奶机等
智能设备开始出现在居民小区。带着
科技范儿的智能设备，在居民小区运
营状况如何？记者近日走进石家庄部
分小区对智能设备进行了体验。

不出社区就可随时购买果
蔬，但也存在新鲜度低、品种少等
问题

近日，记者走进石家庄市银都花
园小区，在小区入口处小广场上看到
了智能生鲜柜。智能生鲜柜由20组小
柜子组成，可放置多种蔬菜和水果，不
时有居民过来选购，生菜、面条等商品
已经销售一空。

“智能生鲜柜24小时开放，不管什
么时间都可以购买，通过手机扫码或
刷卡就可以购买，非常方便。”因为经
常加班，王鹏下班回家时，周围的超市
和菜市场都已经关门，智能生鲜柜解
决了他买菜问题。

“不光对年轻人方便，对于老人来
说也非常方便。”小区的王阿姨也是智
能生鲜柜的常客，“我需要照顾小孙
子，走远了不太方便，现在在社区就能
买到蔬菜，大部分菜价与菜市场差不
多，真的不错。”王阿姨说。

针对不会使用手机扫码的老年

人，智能生鲜柜运营商河北麦香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还推出了优惠卡，老年
人通过刷卡就能开柜购买，关门自动
支付后还会以短信的形式将购买信息
发送到绑定的手机上。

便利的购买体验，让智能生鲜柜
一进社区，就受到居民喜爱。但果蔬品
种有限、下午果蔬新鲜度不够、个别商
品价格偏高，也让有些居民不太满意。

石家庄市裕翔园小区的鸡蛋售卖
机，就遭遇了类似的尴尬。“一般在买
菜的时候就顺带买了鸡蛋，很少使用
售卖机单独购买鸡蛋。而且，这里15枚
鸡蛋就卖 22.8 元，价格太贵了。”裕翔
园小区居民杨华说。对于高售价，运营
商石家庄市田牛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王定文解释，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无抗生素无激素饲料，并对鸡蛋外
表进行洁净杀菌处理，蛋壳上喷涂了
可食用墨水打码可追溯，成本比较高，
所以售价也相对较高。

目前，田牛牧业根据不同消费群
体，在石家庄选择了燕都金地城、裕翔
园、雅清苑等小区作为鸡蛋售卖机的
试点。但通过鸡蛋售卖机销售的鸡蛋
占比还不到总销量的0.02%。

细分市场、精准定位，智能设
备才能走得长远

2018 年底，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石家庄市全面落实“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考核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加大蔬菜农药脱残“放心菜”无人
售卖生鲜柜推广力度，每个社区平均
建成至少 2 个“放心菜”无人智能售卖
柜、“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等。

“很多老小区在建设时没有规划

出足够的商业面积，建设菜市场缺乏
空间，智能生鲜柜成为菜市场的有效
补充，可以让居民买菜不出社区。”麦
香农业总经理王京强说。

正是看中政策的支持，麦香农业
将智能生鲜柜建到了小区。除去银都
花园小区，智能生鲜柜也曾入驻裕翔
园小区，但终因果蔬保鲜度低、损耗率
高等问题撤离该小区。

目前，麦香农业通过技术手段对
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以确保果蔬的
品质。通过研发无添加水触媒自动化
净菜技术，去除农药残留达到 90%以
上；通过后台的大数据可实时查看智
能柜的缺货情况，能够很好解决进销
存问题；通过安装植物灯，延长植物保
鲜周期，保持果蔬的水分，常温下可延
长 3 至 5 天保鲜，冷藏可延长 7 天以
上，使损耗率降低至 3%以内。“果蔬的

损耗率降低后，运营成本和销售价格
也会随之下降。”王京强表示。

田牛牧业也在积极想办法提高鸡
蛋的销量，计划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模式，实现线上淘宝店下单、线下售卖
机网点取货。

“智能设备进社区有一定优势，
全天候、无人售卖、智能、便利。”
石家庄市电商协会会长高文海认为，
这些智能设备看似“无人”，节约了
人力成本，但生鲜供应链以及日常维
护、配送所需要的成本远远超过了节
约成本。只有网点足够密集，形成区
域规模能力，让边际成本最小，才可
能实现盈利。

高文海建议，只有在做好品牌的
基础上，细分市场、精准定位，破解消
费者体验痛点，智能设备进社区才能
得到长远发展。

智能销售设备进社区，进得来还要留得住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从近日在
衡水召开的全省电梯安全监管工作
现场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着力构
建“三无”（无物业管理、无维保单
位、无维修资金）电梯整治长效机
制，推进电梯“保险+服务”模式改
革。按照有关安排，今年全面推进
电梯责任保险，力争到年底全省电
梯投保率达到30%以上。

会议要求，健全“三无”电梯及
时发现机制，依靠基层、小区业主、
社会力量及时发现“三无”电梯。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督促电梯管理单位落实责
任，发现使用管理缺失现象立即向
市场监管和住建部门反馈。

推进“保险+服务”电梯监管
模式。该模式是指将保险公司作为
一方主体纳入监管体系，保险公司
除承担事故责任赔偿外，还参与维
保单位的选择和监督。由保险机构
统一招标选择规模化、规范化的维
保单位，与物业公司、维保单位签
署三方合同，根据维保质量支付维
保费用。由保险机构组建或聘请专
业技术队伍，通过“互联网+”等
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电梯维保质
量监测，落实相关单位安全责任，
实 现 “ 市 场 进 一 步 ， 政 府 退 一
步”。通过发挥保险机制的事前预防、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
能，在事前促进维保质量提高，在事后妥善落实电梯事故赔偿经
费和化解矛盾纠纷，建立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事故赔偿救助
体系。

将“按次维保”转变为“按质维保”。省市场监管局将制定
以“故障停梯时间”“故障困人率”等为重要指标的维保质量评
价体系，对于优质维保企业，给予其更大空间激发内生动力，引
导市场选择优质维保企业。

我省目前共有电梯29.5万台，占全省特种设备总数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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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电梯责任保险投保率力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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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彦铭）近
日，省药监局在全省集中开展
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械质量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监管部门严厉查
处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件，提
升大型医疗机构药品、医疗器
械使用质量安全规范水平，有
效解决基层医疗机构（含诊所）
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不按规定
储存药品，非法配制使用制剂，
购进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
案、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过期、
失效、淘汰的医疗器械等使用
环节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安全
突出问题。

在药品使用环节，重点对
医疗机构药品购进渠道和药品
储存合规情况进行检查。检查
药品储存场所和设施设备是否
符合药品说明书标明的条件；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
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是否严
格按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
存放。

医疗器械使用环节，检查
医疗机构是否购进、使用无注
册证或备案凭证、无合格证明
文件的医疗器械；是否使用过
期 、 失 效 、 淘 汰 的 医 疗 器
械等。

医疗机构制剂配制使用环
节，检查药品处方、工艺、控制
步骤、技术参数一致性执行情
况，关键设备再验证情况；贵细
药材是否按标准投料情况等。

临床试验环节，重点检查
病例报告表（CRF）与原始资料
是否对应一致；原始资料中的
临床检查数据是否能够溯源；
临床试验过程中是否对发生严
重不良事件（SAE）、合并用药
情况进行记录等。

医疗器械临床实验方面，
重点检查临床试验机构是否具
有开展相关医疗器械产品临床
试验的资质；检查原始病历、医
疗机构 HIS 系统；检查研究者
对不良事件、并发症和器械缺
陷是否进行记录等。

我省集中整治医疗机构药械违法行为

解决使用环节药械
质量安全突出问题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从近
日召开的 2019 年下半年全省
农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会商会
上获悉，根据前期病虫发生情
况、病虫基数调查，结合农业种
植结构、耕作方式、品种抗性、
生态条件及气象预报等因素综
合分析，再加上 6 月下旬各地
病 虫 害 发 生 实 况 ，专 家 预 计
2019 年下半年全省农作物重
大病虫害总体将中等发生。

专家分析，7 月上中旬，草
地贪夜蛾成虫进入黄淮海和华
北等北方玉米主产区的机会增
加，尤其需要重点关注我省夏
玉米主产区的发生情况，及时
做好虫情监测和防控处置，严
防造成缺苗断垄危害。

当前，我省北部春玉米处于
拔节期至喇叭口期，中南部早播
春玉米已抽穗，夏玉米处于出苗
至6叶期。目前我省玉米病虫害
总体中等、局部偏重发生，迁飞
性害虫粘虫、旋幽夜蛾在局部出
现高密度集中危害。下半年，我
省玉米生长中后期病虫害总体
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以钻
蛀性、食叶性、刺吸性害虫和叶
部病害为主，粘虫在局部区域有
集中危害的可能。

今年，我省东亚飞蝗秋蝗总
体将偏轻发生，发生面积为140
万亩左右。秋蝗蝻三龄盛期我省
中南部在 8 月 10 日前后、北部
在8月中旬发生，发生区域主要
分布在沿海、白洋淀、水库、河泛
周边，我省坝上和接坝地区的农
牧交错区偏轻发生，秋季土蝗预
计发生200万亩左右。

马铃薯晚疫病在我省坝上
地区总体偏轻发生，局部田块
将偏重发生。

棉花中后期病虫害总体中
等发生。其中棉花铃病、棉盲蝽
总体中等、局部偏重发生，烟粉
虱、白粉虱、伏蚜、红蜘蛛中等
发生，三代棉铃虫、棉花黄萎病
偏轻发生。

预计下半年我省花生病虫
害总体中等发生。其中花生叶
斑病偏轻发生、局部偏重发生，
痂病、茎腐病、炭疽病、青枯病、
锈病轻发生。三代棉铃虫中等
发生，甜菜夜蛾部分地区偏重
发生。

蔬菜主要病虫总体中等发
生、局部偏重发生。其中黄瓜霜
霉病、黄瓜白粉病、黄瓜细菌性
角斑病、白菜霜霉病、茄子黄萎
病偏重发生。

下半年我省农作物
重大病虫害总体将中等发生

石家庄市银都花园小区内的智能生鲜柜。 见习记者 关晓红摄

排产时间从4个小时压缩
到半小时

每天8时，加工车间的赵冰冰，在车
间的报工终端上输入账户、密码，当日
的工作任务就会跳出来，他只需按照任
务单进行生产即可。

但企业上云前，情况并不是这样
的。上云前，加工车间 122 名工人每
日的工作需要加工部部长和5个小组长
从 8 时排到 12 时，最先领到任务的工
人8时就可以工作，而最后一位得等到
12 时才能工作。赵冰冰经常得等到 10
时后才能领到任务，耽误的2小时时间
只能通过加班找回，晚上 7 时、9 时下
班是常事。跟赵冰冰一起来的伙伴
中，有一些忍受不了过长的劳动时
间，选择了辞职。

而订单能否按时交付，是加工部部
长郭成松最为担心的一件事。

企业上云后，一切都得到了改变。
郭成松说，现在借助云系统，当天

的工作前一天就排好了，排产时间也由
4个小时压缩到了半个小时。

如今，赵冰冰无须再通过加班完成
任务，工友队伍也稳定了。

“交货都提前了！”郭成松笑着说，
比如一个 25 对成模的订单，客户要求
12 天交付，现在最快 10 天就可完工。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这个订单
生产通常需要15至17天，如果接单，就
意味着工人必须加班加点。

同样的工人、同样的设备，为何工
期缩短了？

“这就体现了上云的优势了！”郭成
松解释，过去排产浪费了不少生产时

间，生产环节也主要依赖工人的自主
性，很难把控生产进度。

随着设备上云，除了缩短了排产耽
误的生产时间，系统还为每台设备科学
排产，科学测算每道工序加工时间，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上云后，赵冰冰每日加工的口模由
过去的80对提高到了100对，每日的收
入也至少增加50元。

过去郭成松每日排产要耗费半日
时间，生产管控上就显得力不从心。如
今，从排产中解放出来，可将更多精力
用于车间管理、质量把关上。

2018 年，安迪模具订单同比增长
26%，产量增加了30%。

机 床 出 现 故 障，云 平 台
系统可在第一时间报警

“设备编号 031 的数控机床液压系
统压力不足。”近日，安迪模具设备主管
张胜杰在电脑上浏览车间管理系统时，
屏幕上突然跳出设备报警信息。

接到报警信息，张胜杰马上派出维
修人员赶赴车间查看。20分钟后，故障
排除，设备重新启动。

“多亏了云平台系统。”张胜杰说，
由于多是一人操作 3-6 台数控车床或
加工中心，过去设备故障主要依赖工人
发现，而现在当机床出现故障后，该系
统能在第一时间报警，维修人员可通过
设备监控快速锁定设备所在地点，并通
过报警信息及时找到故障点和故障原
因，迅速排障。

在降成本上，这朵云几乎在每个环
节都发挥着作用。

在郭成松看来，企业上云让他每日

能少用 80 多页 A4 纸。以前每日为工
人排产至少需要 100 页纸，随着云系统
自动排产，用纸骤降到十几页。仅郭成
松一人，每年就能少用近3万页纸。

在生产部经理刘晓阳看来，过去 3
名统计人员都忙不过来，现在云平台能
自动收集数据、统计数据，可直接减少
统计岗位2人。

而安迪模具总经理张桂显更关心
的是，产能饱和度究竟是多少。

过去，如果工人齐全、设备也全开，
产能还是跟不上，他们就通过购买新设
备来解决。前些年，平均每年购置设备
的费用达 1300 万元。2018 年上云后，
通过系统分析，张桂显发现，提高产能
并不只有购买设备这一条路。

他指着屏幕说，通过云平台，设备
运行时间、空闲时间、停机时间等都能
实时获取，通过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就
可得知设备的有效利用率。

从模糊不清到一目了然，如今借助
云平台的科学分析，辅以合理排产等，
设备有效利用率从 68%提升至 90%，增
加产能20%。

产品一次合格率从 60%
提升到90%以上

“产品一次合格率从 60%提升到
90%以上，返工率明显下降。”这是安迪
模具质检员王德振对企业上云的直观
感受。

这朵云，能有这么大的魔力？工艺
部部长孙召亮深以为然。

孙召亮说，工人是计件定薪，为了追
求速度，一些工人就在机床上动手脚，擅
自调整生产参数，数量上来了，但质量下

降了，产品一次合格率低至 60%，影响
了订单的及时交付。而一些工人却将产
品不合格的责任推到工艺部身上：工艺
部提供的生产参数有问题。

苦于没有证据，背了“黑锅”的工艺
部往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
出”。孙召亮无奈地说，本应工艺指导
生产，却硬生生变成生产指导工艺。

上云后，通过收集上来的数据，工
艺部可对设备运行实时监控，实时掌握
设备参数变化。有了数据支撑，工艺部
不再背“黑锅”了。

孙召亮随手拿了个啤酒瓶说，一些
酒瓶上会有突出的小点点，看起来粗糙
不精致，其实是工艺没执行到位。

在酒瓶模具制造过程中，有个为模
具电加工打排气孔的工序。工人为了
增加工作量，擅自调整参数，将打排气
孔的机器速度调快，结果将排气孔打大
了。下游客户在使用模具生产制造酒
瓶时，成品就会留下突出的小点，影响
产品的美观度。

安迪模具借助云平台，工艺得到严
格执行，打排气孔的精密度大大提升，
产品更加精致、美观。如今，该公司的
啤酒瓶模具大受市场欢迎，竞争力增
强，售价上浮6%。

再如成初模，随着企业上云，成品
合格率由 94%提升到了 96%。“可别小
看这 2 个百分点，每月成初模产量就比
之前增加了 80 个，月销售额增加 10 万
元，一年增加120万元！”张桂显说。

“上云后，设备‘长’了眼睛，对
工人的约束更强了，工艺标准得到严
格执行，产品品质有了提升。去年企
业 销 售 额 8600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24.65%。”张桂显对企业上云带来的好
处非常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