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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

■阅读提示

■记者观察

“马上 5 点，快到时间了。”12 月
3日下午，高阳柏立信家纺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珈岐看了看表，又拿
起手机看了看微信消息。

“每天下午 5 点，各环节负责人
都会给我报当天生产进度，一天都
不敢耽误。”刘珈岐说着话，将微信
消息列表上下滑动了几下。

对刘珈岐来说，这样的工作状
态已成每天的常态。

不久前，该公司刚刚和日本、
美国的几家大客户签订了2021年毛
巾生产订单。这些大宗出口订单，
几乎可以排满工厂未来一整年生产
计划，这让刘珈岐既松了一口气，
又感受到压力，“明年的出口订单
基本有着落了，预计比今年增长
25％左右，但是生产周期很紧，不
敢耽搁片刻。”

刘珈岐说，他们必须抢回“今年
年初因为疫情停工而失去的时间”。

那是企业“最难熬的一段日
子”。

时间回到 2020 年 1 月底。临近
春节，包括柏立信在内的高阳纺织
企业已经陆续放假、停工。织造车
间内，平时几乎昼夜不停的现代化
剑杆织机停止了轰鸣。但刘珈岐无
暇享受节日的放松，他每天盘算的，
是春节开工后订单的排产情况。

按照惯例，正月初六以后，高阳
各纺织企业会陆续开工。但突然暴
发的疫情，让原定的开工计划泡了
汤。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企业一停
工就是 1个多月。直到 2月底，企业
才逐渐复工。在刘珈岐的记忆里，
那 是 他 做 企 业 以 来 停 工 最 久 的
一次。

专注做出口的柏立信，出口额
常年占公司年销售额 95%以上。突
如其来的停工，让公司许多出口订
单被推迟、取消。“虽然跟国外客户

努力沟通，损失仍难以估量。”刘珈
岐说。

2 月底，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
转，柏立信逐渐复工，开始快马加
鞭，安排生产，追赶进度，目的只
有一个，把丢掉的订单和时间追
回来。

但这时，国外疫情开始暴发。
“晴天霹雳。”刘珈岐这样形容

当时的感受，“刚看到一丝光亮，又
掉入深渊之中。”

订单暂缓、订单取消、国际航运
受阻……随着国外疫情持续暴发，
国际市场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
而至。

但是，生产决不能再停。企业
要生存，只能找别的出路。于是，他
们把目光投向了国内市场。

对做惯了中高端毛巾出口的柏

立信来说，国内市场是一片需要“惨
烈厮杀”的红海。

“之前主要是做日本、美国几个
固定的大客户，时间长了，市场成
熟，回款也快。相对来说，国内市场
对毛巾的性价比更加看重，竞争比
较激烈。”刘珈岐说。

暂时转变产品定位，生产更适
合国内市场行情的毛巾；依靠销售
团队，和国内大型商超进行对接和
联系……在那段特殊的日子，柏立
信不断开拓国内市场，复工复产不
久，就签订了 600 万条毛巾的内销
订单。

600万条毛巾，几乎排满了柏立
信2个月的生产，可谓雪中送炭。

今年 5 月，随着国际物流的恢
复，柏立信开始恢复出口。工厂开
足马力生产，追回失去的市场和

时间。
随着2021年大宗出口订单的签

订，柏立信赢得了这场和时间的赛
跑。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柏立信熟悉
的市场和节奏中。

但改变已在潜移默化中开始。
上半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刘珈岐不敢再“把鸡蛋放在一个
篮子里”，他开始更加注重国内市场
的开拓。

今年6月，柏立信成功中标北京
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宣传毛
巾的订单。

“今年北京市全国人口普查期
间，北京市民收到的入户宣传毛
巾都是我们生产的。过去几年，
公司国内市场销售额只占销售总
额的 5％，而今年，仅这一笔人口
普 查 毛 巾 订 单 就 价 值 2000 多 万
元。”刘珈岐说。“不论明年市场
情况怎么样，国内市场销售额都
不会是 5％了。毕竟，两条腿走路
才更稳当。”

其实，主动求变的不单单是高
阳毛巾。梳理相关行业最近的表
现，今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
来，我国不少制造业行业也出现了
订单大增甚至火爆的情形。

有 的 得 益 于 及 时 调 整 营 销
方式。

比如，自行车行业整体表现亮
眼。在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儿
童车销售中心，新品展示区变为

“直播间”，公司员工每天通过淘宝
直播在线推介新款车型。一天下
来，引来数万人“围观”，成功销
售上千辆。

集中资源，借力电商，让该品
牌自行车销量大幅增长，上半年业
绩逆势上扬。

中国自行车协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新型消费
迸发出巨大潜力，线下不再是自行
车产品销售的唯一途径。随着行业
骨干企业纷纷采用线上新零售模式
开拓市场，线上消费将逐步成为行
业增长的新引擎。

有的得益于积极开拓新市场。
广东汕头市澄海区的玩具产业

则通过出口转内销“转”出了新
天地。

汕头市澄海区，是我国数一数
二的玩具生产和出口基地。近30年
来，澄海逐步形成规模可观的玩具
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达 2 万多
家，多数产品销往海外。全球疫情
蔓延扩散，海外市场需求下降，让
澄海玩具出口面临不小压力。

为寻出路，不少企业开始将视
线转向国内市场。

“半年多来，内销在公司业务
中的比重从往年的10%左右上升到
30%—40%。”伟力智能科技公司总
经理蔡伟东告诉媒体，企业原以生
产航模、遥控飞机等海外消费者较
喜爱的户外玩具为主，但考虑到疫
情对海外市场的影响，便及时调整
了业务方向，加快生产更受国内市
场青睐的益智类积木。

疫情发生之后，内销比例原本
只占1/3的星辉互动娱乐公司也在
国内市场投入了更多精力。公司副
总经理卢醉兰认为，目前国内人均
玩具消费水平远低于欧美，市场潜
力巨大，“做内销与做出口并不矛
盾，可以彼此学习、相互促进，有
利于企业长远稳健发展。”不少受
访企业均表示，出口转内销既是压
力倒逼下的应对之举，也是事关长
远发展的主动转型。

有的得益于借助工业互联网，
及早调整升级生产经营模式。

疫情期间主动谋求转型的，还
有山东淄博建陶行业。鼎盛时期，
淄博建筑陶瓷业拥有 300 多家企
业、500多条生产线，产能超12亿
平方米，是全国第二大建陶产区。

4月中旬，淄博44家陶企的65
条生产线陆续点火复产。不过，疫
情防控期间，市场需求不足。而陶
瓷行业一旦点火就不能中断生产，
复产越快往往意味着库存越多。

就在企业为去库存发愁时，山
东统一陶瓷科技公司总经理陈世伟
遇到了新的转机。5月以来，陈世
伟陆续从海尔卡奥斯上拿到了2000
万元的订单，“真是及时雨，幸亏
去年加入了平台！”

2019年夏天，陈世伟遇到了正
在淄博考察市场的海尔卡奥斯建材
行业总经理高保卫。供应链金融服
务、大规模定制化订单、智能生产
线改造……高保卫口中的每一项服
务都直击企业短板，彻底改变了统
一陶瓷的传统经营模式。

“企业利润率提高了10个百分
点，”陈世伟说，“工业互联网确实
让产品卖得更多、更快、更好。”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出路在于

主动求变

最近一段时间，高阳毛巾
成为各媒体关注的焦点。

全国每生产三条毛巾，就
有一条产自这里。尽管今年
遭受了突发疫情的严重冲击，
但10月份以来，其海外订单
猛增的现象耐人寻味。

在构建新格局语境下，作
为传统制造业的高阳毛巾到
底在经历什么？又在发生着
怎样的变化？

高阳毛巾的“新订单”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今年的销售数据还没统计出
来，但不会比去年差。”和高阳其他
纺织企业一样，卡缦纺织品公司也
在今年年初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停
工。但谈到今年的销售情况，公司
首席设计师史树雷却并不担心。

这种自信，来自卡缦最引以为
豪的优势——产品设计。

“这是我们的拳头产品——‘魔
术枕套’，通过枕套上这些纽扣可以
轻松调节枕套大小，让枕套固定在不
同尺寸的枕芯上。另外，我们的枕套
还采用了柔软舒适的新型加厚材料，
可以保证头油不会渗到枕芯上。”在
卡缦公司展厅，史树雷拿着一条灰色
枕套，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解决了
传统枕套在睡眠过程中经常位移、
脱落和容易渗头油等需求痛点。产
品自2018年设计、投产以来，销量一

直很好，去年销量突破了 12 万对。
即使在疫情期间，这款‘魔术枕套’
销量仍然逆市上扬。

“可能是疫情期间，人们在家躺
着的时间多了，‘魔术枕套’需求就
上去了。”史树雷半开玩笑地说。

在史树雷看来，只要产品在功
能设计上做到领先一步，就能在市
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现在纺织产品更新换代很快，
公司设计团队每个月都要设计新产
品，一套设计上市几个月就可能过
时。只有在产品设计、研发上不断
创新，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
跟。这种市场环境，在过去是很难
想象的。”史树雷说。

史树雷口中的“过去”，指的是
十几年前。而对史树雷本人来说，
则可以具体到16年前。

2004 年，史树雷大学毕业。虽
然大学所学专业是美术教育，但对
美术设计更加感兴趣的他，选择来
到高阳，专攻纺织品设计。

在史树雷的记忆中，那时市场
环境和现在大不一样：大部分纺织
企业对设计没有什么概念，都是
模仿。

史树雷至今仍清楚记得，那时
候的毛巾从业者只要出门，都会买
毛巾样品回来，然后按照样品打出
版样，再批量生产。“当时即使是模
仿，也只是停留在模仿花纹、图案这

一较低的层次上。”史树雷苦笑道。
美术专业出身的史树雷决心改

变这一现状。从入职公司第一天
起，他就致力于自主创新，在设计、
材料、研发等各方面下工夫，目的只
有一个——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
毛巾。

“魔术枕套”，正是卡缦在这种
理念下设计出的代表产品。

2016年，史树雷发现，公司一向
销量不错的枕巾开始出现下滑。通
过市场调查，他发现消费者对公司
生产的传统枕巾已经出现审美疲
劳，也是在同一时期，南方大量使用
新材料、新工艺的高性价比枕巾开
始占领市场。

不同于其他企业在材料和图案
设计上创新，史树雷选择在枕巾的
使用功能上想办法。“魔术枕套”一
出，果然一炮打响。

通过在特色功能设计上下工
夫，卡缦的专利产品不断增多：多
功能褶皱毯，当毯子盖在身上柔软
舒适，当床盖铺在床上典雅大方，
去年一年售出 2 万多条；给毛巾增
加两个按扣，不但便于晾晒，还能
有效防止掉落，上市不到半年便售
出15万条……

在史树雷看来，正是这些其他
人难以想到的小亮点、小特色，让产
品更便捷、更易用、销路更好。

如今，卡缦已开发出枕巾、挂
巾、浴巾、婴童被等数十款特色功
能产品，并申请了相关专利，产
品还成功打入了沃尔玛高端会员
制商店——山姆大叔商店。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12
月2日下午，谈到如何“突围”，高
阳图强纺织公司销售部经理韩伟着
重提到了生产效率。

“80 后”的韩伟已在毛巾行业
摸爬滚打多年，在他看来，高阳毛
巾多年来占领市场的关键，是生产
效率和产品性价比。“和南方企业
生产的毛巾相比，相同质量的，我
们比它便宜。价格一样的，我们比
它质优。”韩伟说，这是高阳毛巾
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法宝”和独
特优势。

过去，实现这种优势，靠的是
更加低廉的用工成本以及庞大的纺
织产业集群。“具体来说，就是用
工比南方便宜，工人可以轮班工
作，机器24小时不停，同样时间内
生产的毛巾更多。此外，高阳纺织
产业集群可以有效降低信息和物料
成本。”韩伟解释。

但如今，高阳纺织的这一优势
正在逐渐消失。

“通过挤压纺织工人的生产潜
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路已
经走不通了，要向智能化、数字化
要效率。”韩伟说。

几十米外，图强缝纫车间内，
随着机器的不断运行，一条条数米
长的半成品毛巾，正在流水线上快
速裁剪。

短短 1 分钟内，一条未经裁剪
的大毛巾，被均匀裁剪成十几条尺
寸一致的成品毛巾。几乎同时，折
边、加标、缝纫等工序也同步完
成。整个过程由机器自动化完成，

没有一名工人参与。
这条流水线，是图强2018年引

进的全自动毛巾横缝机。毛巾传统
缝纫方法是通过人工进行裁剪、折
边、加标，然后进行缝纫，全自动
缝纫设备将这些步骤融合到一起，
由机器代替人工完成以上操作。

过去，使用人工缝纫设备每人
每天缝纫1000条毛巾，而全自动毛
巾横缝机每台每天可缝纫 12000 条
毛巾。除了效率更高，自动缝纫设
备还解决了缝制效率低、缝制效果
不理想等一系列传统缝纫问题。

这些达到国内一流水准的先进
设备，让图强在毛巾生产效率方面
实现了“飞跃”。但在韩伟眼中，
企业的生产效率仍有潜力可挖，挖
潜的秘诀就是数字化车间。

韩伟说，数字化车间的核心，
并不在于先进生产设备本身，而是
一套能把先进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相
结合的软件管理系统。

“看，这是原料储备情况，这
是生产车间各工位的生产进度情
况，这是后整车间的实时进度……”
韩伟拿出手机，点开一款名为“新
核云”的手机App。

原料采购储备、生产任务、设备
运转情况、销售订单、待发货物……
App上，公司各个环节的生产、运行
状况一目了然。“这套将公司生产
程序通过手机 App 串联起来的系

统 ， 才 是 我 们 数 字 化 车 间 的 核
心。”韩伟介绍。

他告诉记者，纺织行业的生产
特点是款式多、订单交货期紧，因
此在毛巾生产中，经常出现“插
单”的现象。比如说，生产线上正
在生产订单 A，突然又出现了交期
更急的订单 B，订单 B 能不能接
单？能不能按客户要求交货？此
外，毛巾生产涉及十几道工序，生
产管理环节较长，按照传统管理方
式，难免出现物料流动缺乏指导、
工序间连接搭配不畅、生产环节阻
塞或者缺料等问题，导致生产效率

降低，不能按时完工等问题。
数字化车间，就是通过自动化

生产设备、自动化检测设备与信息
化软件进行集成，对生产过程进行
数据化采集、过程监控、品质管
理、生产调度以及统计分析，从而
实现生产现场的信息化、智能化和
柔性化制造管理。

“ 通 俗 地 说 ， 就 是 在 织 造 车
间、缝纫车间、后整车间安装数据
采集设备，对整经机、喷气织机、
提花织机、验布机、全自动缝纫机
等设备进行生产数据采集。通过

‘新核云’软件系统将采集的数据

传到云端，各工序工人通过实名认
证提交申领工作任务，并能实时查
看生产任务进度。”韩伟解释。

此外，该系统还能通过智慧控
制系统分析，自动监控各种异常信
息，将异常状态通过系统及时发送
到相关人员，帮助企业管理者实现
科 学 规 划 排 产 ， 合 理 分 配 生 产
资源。

数字不会骗人。数字化车间
投产后，图强毛巾生产效率提高了
20%，运营成本降低了 15%，产品升
级周期缩短 12%，产品不良品率降
低 7% 以 上 ，单 位 产 值 能 耗 降 低
4%。

“高阳毛巾的传统优势，我们
通 过 数 字 化 车 间 守 住 了 。” 韩
伟说。

抢回失去的时间

“魔术枕套”蕴含的理念

用数字化守住优势

高阳一家纺织品有限公司高阳一家纺织品有限公司
毛巾展厅内的牛年主题毛巾毛巾展厅内的牛年主题毛巾。。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王思达摄

9 月 17 日 ，
第三届河北国际工
业设计周河北工业
设计成果展区内，
高阳瑞春纺织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正在
展示抽丝完成后的
“解压毛巾”。
河北日报资料图片

高阳图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内高阳图强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内，，工作人员通过数字化设备工作人员通过数字化设备，，
可以实时监控车间各环节生产情况可以实时监控车间各环节生产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王思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