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菊地雄斗，日本人，

1992 年出生，假肢装具

师，现居石家庄，任河北因

帕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主任。

“1200公里！我可是专门坐飞机从杭州过来的。”
9月21日，石家庄，河北因帕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来自杭州的女士轻拍自己的右

小腿，向记者反复强调这段遥远的距离。
半年前，这位女士因车祸导致右小腿截肢。此次她不远千里来找在这里工作的日本假肢

装具师——菊地雄斗。
在戴上正式假肢前，需要根据截肢恢复情况多次更换实验腔，这已是这位行动不便的女

士第四次专程来到这里。她很庆幸遇到了菊地雄斗，“我的腿在截肢时做了植皮手术，皮很
薄，很多人一开始戴假肢都会把皮磨破，但到现在我一点儿皮都没有磨破过。”

日前，记者采访了菊地雄斗和他的中国同事丁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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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来中国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

记者：听说你出生于日本假肢矫形世家？
菊地雄斗：我的爷爷和我父亲都是日本的注

册义肢矫形器制作师，因为技术精湛，他们在日本
的假肢行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从小受他们影响，上大学时就读于日本人
类综合科学大学，主修保健医疗学部康复医疗学
科义肢装具学。毕业后，就职于埼玉县浦和义肢装
具制作所，这也是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公司。

记者：你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较深厚的家族资
源积累，在日本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为什么会决
定来中国呢？

菊地雄斗：我来到中国，来到石家庄，主要是
因为我的好朋友丁宁宁——他是石家庄人。

记者：你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丁宁宁：对。我是 2009 年高中毕业后出国留

学。最初到日本时，我对大学选择什么专业还非常
迷茫。当时我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读康复医学博士
的前辈，他建议我报考义肢装具学。虽然假肢矫形
在日本发展很成熟，但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冷门，
此前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还没人选择这个专业。

菊地雄斗：他很优秀，顺利取得了日本国家认
证的专业资格，而且据说还是第一个取得这种资
格的中国人。

丁宁宁：一开始，我并没想到这个“第一”真会
砸到我这个无名小辈头上，更没想到会在异国他
乡遇上菊地这么一个好朋友，一个可以跨国共同
创业的伙伴。

菊地雄斗：在大学期间，我们俩关系很好。
2015年大学毕业，我还跟着丁宁宁来中国毕业旅
行。那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感觉中国经济发展
得很不错。我去了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我特别
爱吃北京烤鸭和赵县的驴肉。

记者：（笑）你们选择来石家庄创业，原来早有
伏笔啊。

丁宁宁：大学毕业后，我回国工作，先在国内
一家顶尖的假肢工作室担任技术主管。2018 年，
辞职回石家庄创立了“河北因帕特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菊地雄斗：最初丁宁宁邀请我来石家庄和他
一起创业，我还是犹豫的。毕竟我从没想过自己孤
身一人到异国他乡工作。但后来我开始认真地考
虑他的建议，中国人口多，残障人士也比较多。我
想来这里工作肯定也能积累很多的经验，提高技
术水平。就这样，2019 年底，我来到了石家庄，担
任公司的技术主管。

记者：对于大众来说，假肢矫形是个相对冷门
的领域。听说这是个对专业技术要求非常高的
专业？

菊地雄斗：“假肢穿对了是辅具，穿不对了就
是刑具。”这是在假肢圈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假肢矫形是个多学科融合的领域。在大学，我
们的专业涉及解剖学、运动学、生物力学、材料力
学等 60 多门学科。比如：制作假肢涉及切割、弯

曲、打磨等方面的工作，需要掌握工学知识；做假
肢前需要了解患者截肢后肌肉残存多少功能，再
根据他的肢体状态制作假肢，这又涉及人体解剖
学和生理学等医学知识。

一副真正好的假肢应该是私人订制，应完美
契合患者的肢体，而不是谁都可以用的均码产品。

记者：听说有很多名人都来找你们做假肢？
菊地雄斗：在我加入公司前，丁宁宁曾为中国

无腿登顶珠峰的第一人夏伯渝制作假肢，2018年
夏伯渝正是穿着丁宁宁亲手制作的假肢登顶珠
峰。他还曾为三届残奥会冠军茅经典、东京残奥会
乒乓球团体冠军赵裔卿等人提供技术支持。

2021 年，东京残奥会前，我们一起为在石家
庄正定集训的国家残疾人乒乓球队提供技术服
务，有的运动员还拿着金牌来感谢我们。

不过在我们眼中，没有名人不名人之分，我们
只是希望能用我们的技术，为来到我们这里的患
者，重塑完美人生。

记者：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患者？
菊地雄斗：来到中国 3 年，我累计已经帮 100

多位顾客做过假肢。一位来自承德的大哥给我留
下的印象最深。他的一条腿大腿截肢，但戴着我为
他制作的假肢，他每天走三万多步，甚至还能小跑
着和孩子一起玩，孩子说自己有一个钢铁侠爸爸。

他的精神状态深深感染了我，也激励我要用
更好的技术来回馈患者。

中国的假肢装配工作越来越受重视

记者：来中国从事假肢矫形，感觉哪些方面还
有待提高？

菊地雄斗：我感觉在中国，人们对矫形的认知
度有待提高。其实在日本，相比假肢，我做的矫形
器更多。在中国，很多人肢体出现一些问题后，没
有充分意识到需要用矫形器改善肢体状态。

另外，中国的康复治疗体系还需要更加完善。
康复治疗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医生、物理治疗
师、假肢矫形师等通力合作。在日本的话，我们能
够比较深入地参与到患者前期的治疗中，医生在
做截肢手术前，就会咨询我们的意见，看肢体保留
到哪个位置最好，最有利于后期的生活。但目前在
中国，各方面的从业者还缺乏沟通，很容易陷入单
打独斗的局面。

记者：来中国这几年，中国的假肢矫形领域有
没有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

菊地雄斗：确实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
现在，有些合作医院在给患者截肢前会专门

打来电话，和我们商量怎样做手术更有利于患者
后期复健。我们也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到
我们这里的残疾人开始用得起价格较高的高端假
肢了。

而且，中国对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
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不仅减轻了我们公司
负担，也能让患者得到更多的实惠。

丁宁宁：这个积极的变化，我的感触更深。
目前，中国拥有相关假肢矫形从业资格的约

有 2000 人，虽然相比中国肢体残疾人数来说，这
些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无论从业人数和从业人
员技术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和十多年前相
比，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我觉得这样的变化是
与中国经济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假肢装配人才培养工
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就亲自参与编写了
专用于民政职业技能等级认证的《假肢装配工国家
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教材》。相信随着这个领域越来
越得到重视，中国的假肢矫形人才也会越来越多。

记者：菊地先生的中文说得很好，想必你对石
家庄的生活很适应了吧？

菊地雄斗：我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不过偶
尔还是不太理解中文的意思（笑）。我喜欢踢足球，
在绿茵场上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在公司，我还能
经常和订制假肢的患者一起吃饭聊天，这在日本
是很难想象的。

河北对外国专家很重视。今年 5 月份我还受
邀参加了石家庄高新区外国专家联谊会，到石家
庄市高新区的一些企业参观，更深入地了解了石
家庄的发展。

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河北健康码不久前开
通了入境来冀人员服务功能，我们外国人也可以很
方便地使用扫码、核酸检测、大数据行程卡查询等
服务。我感到，外国人在河北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

（感谢河北省外国专家局对本报道的支持）
菊地雄斗在假肢取型前用记号笔在顾客腿部骨

骼凸起处做标记。 丁宁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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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零部件供应商中的
河北企业越来越多

记者：住友集团是以先进装备机器
制造销售为主的世界知名企业，我们了
解到，2007年成立的住友建机（唐山）有
限公司，是住友集团在本国工厂外设立
的第一个液压挖掘机生产工厂。我们很
好奇，住友集团海外建厂为什么首先选
择了河北呢？

高桥秀树：我2017年作为管理人员
来到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司，先担任
品 质 部 长 ，第 二 年 开 始 担 任 总 经 理
职务。

虽然我并没有参与当初的选址，但
是对于在中国建厂的过程，我也有所
了解。

在2007年之前，住友建机只在日本
建有工厂，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液压挖掘
机等产品都来自本国工厂。为了扩大产
能，集团决定在海外设厂，首先的方向
就是发展十分耀眼的中国。在中国，他
们走访调研了很多城市，包括长三角等
地区，但最终选定了河北唐山。

据我了解，他们看重的是这里雄厚
的工业基础，而且当地有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工业专业技术人才丰富；各种配
套零配件生产品类齐全，就地采购钢
材、焊接件等方便；还有港口，出口产品
的运输十分便利。

记者：来河北这几年里，您对河北
乃至中国的工业转型发展有什么体会？

高桥秀树：对于我比较熟悉的建
筑机械行业，中国产品的不断高端化
还是比较明显的。以前在中国销售的
建筑机械，由国外生产的产品占比50%
左右，而现在大概 80%都由中国本土
生产。

这是为什么呢？我分析，其一是中
国制造业企业对于设备舍得投资，生产
技术大大提升，产品质量稳定；二是中
国工厂不断进行自动化改造，比如以机
器人代替工人，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成
本，产品价格便宜。

我感受最直接的变化是，在建厂
之初，我们零部件的供应商基本是日
本的企业。但是现在，我们的供应商不
断从国外转向国内，从中国南方转向
河北、唐山，为我们大大节约了物流
成本。

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记者：我们了解到，作为总经理，您
在公司的发展中，十分注重企业在减少

污染、保护环境方面的投入。这是基于
哪些方面的考虑呢？

高桥秀树：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
是液压挖掘机和沥青摊铺机。在产品
设计和生产中，节省能源和降低燃料
消耗等一直是我们秉持的理念和不懈
追求。

尤其是住友建机于 2007 年推出的
住友20吨级LEGEST新型挖掘机，较以
往产品节省燃油20%，该款产品在日本

“节约能源大奖”评选中获奖。
只要在资金能力范围之内，对于当

地政府要求的环保改造升级，我们都积
极投入。比如工厂里涂装设备较多，而
喷漆会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 VOC，为
了减少 VOC 排放，公司投入 2000 万元
上马了新设备。此外，因为在焊接过程
中 会 产 生 烟 尘 ，我 们 也 新 上 了 集 尘
设备。

在改善环境方面，我们切身感受
到，当地政府不论是从制度制定上，还
是产业布局、日常监管上，都做了很多
工作。既然我们在此建厂，也理应一道
为改善环境做出努力。而且从公司的角
度考虑，我们也希望用优良的生态环境
吸引更多海外人才落户企业，让他们在
这里安心生活、长久扎根。

记者：关于身边的环境变化，您有
什么切身的感受吗？

高桥秀树：对比很明显。2017 年我
刚来时，每年都有一些雾霾天气，特别
是在秋冬季，但现在绝大多数日子都是
蓝蓝的天，这得益于大力度的环境治
理。大到产业布局调整，比如河钢唐钢
的“退城搬迁”；小到散乱污治理、洒水
净 化 街 道 等 细 节 ，每 一 个 人 都 可 以
见证。

我现在每天上下班走外环路，都会
经过花木繁盛的唐山花海。我听说那里
曾经是采煤塌陷区，经过生态治理，现
在变成了城市后花园，还带动了旅游业
的发展。

作为住友人，唐山花海令我深有感
触。住友集团最早从采矿开始，在采矿
冶炼的发展过程中，也对环境造成破
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顺应社会
潮流，在矿山植树造林，并且由此诞生
了住友林业。所以，近年来发生在身边
的这些变化，既让我感到亲切，也让我
对河北乃至中国今后的生态环境充满
信心。

记者：听说您一直在各种场合积极
推荐外商来唐山投资。来唐山的这几年
里，您怎么看待身边的营商环境变化？

高桥秀树：之前我觉得政府和企业
的关系是政府在上，有什么要求就下达
指令。但是在唐山，政府领导告诉我，关
于城市发展决策需要倾听企业的意见。
他们经常与我们交流。

其实，据我了解，2007 年，我们公
司最终落户唐山，就与唐山良好的招商
引资环境不无关系。当时我们现在的邻
居——住友重机械（唐山）有限公司就
跟总部推荐，说在和当地政府打交道的
过程中，感觉到当地与企业对接的诚
意，这也让我们对企业在这里的发展充
满信心。

不仅是最初吸引我们在这里建厂，
十多年来，这种良好的营商环境氛围一
直伴随着我们公司的成长。

比如去年，我曾参与了政府召开的
一个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很好。
在会上，我代表日资企业提出了面临的
一些困扰，政府领导听后进行了详细询
问，并当场做出了部分解答，让我感受
到政府重视我们的声音，也增进了互相
的了解和信任。

近年来，我也被邀请参加过一些政
府组织的推介会，我不仅能够有机会了
解河北、唐山的未来发展方向，也使我
有更强烈的意愿向更多国际友人推介
唐山，推介河北。

高桥秀树，日本人，1965

年出生，住友建机（唐山）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0年获燕赵

友谊奖。

“建厂之初，我们零部件的供
应商基本是日本的企业。但是现
在，我们的供应商不断从国外转向
国内，从中国南方转向河北，转向
唐山。”

9月6日，谈到唐山乃至河北
的工业转型升级，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桥秀树赞誉有加。

2017年，高桥秀树作为管理人员，由日本住友集团派驻到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
司，第二年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来河北四年多来，深耕于建筑机械行业的高桥秀树，亲身见证了河北的工业转型
升级和营商环境的变化，而他也一直在各种场合积极推荐外商来河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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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秀树（中）在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司车间组
装现场，查看性能检测场检测数据。 王 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