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台设备起步，
经过30多年发展，如
今拥有 200 多台工业
缝纫机和14条装配流
水线，产品远销美、
澳、日、欧等60多个
国家和地区，年销售
额达2亿元，成为“中
国轻工业行业十强企
业”……伊司达集团
由 小 到 大 的 发 展 历
程，体现了宁波民营
企业的“四千”精神。

近日，记者与伊
司达集团董事长李爱
良面对面，“挖出”了
企业成功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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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徐浩跃

专心：
三十年专做一个拖把

1988 年创业时，李爱良做些
五金、玩具等配件，只有两名工
人，两千元钱，两台设备。1990
年，他去上海出差，偶然路过一
家日杂商店，看到有很多人在买
拖把。李爱良挤进店去，细看那
拖把，只见上面是根塑料杆子，
下面有一个塑料夹头，夹头下面
用的是服装厂的边角料。李爱良
暗想，这样的产品我也能做！当
年，宁波城区已有商品房，不少
人家铺了木地板，拖把必定会有
市场。

李爱良买了个拖把带回宁波
作研究。他发现，这种拖把使用
起来牢固度不太好，也不美观，
于是将塑料杆子换成铝合金的，
夹头改用铁头的。按此思路，李
爱良设计出第一款产品。后来这
个产品还获得了专利，那是 1992
年，产品编号是“9201”。

当宁波出现第一个超市——
南大超市时，李爱良将生产的五
六个产品打入超市，成为宁波第
一个将清洁用品打入超市的企业。

如何进一步打开销路？1994
年的广交会即将开幕，李爱良想去
参加但没有摊位。他带上拖把样
品，坐火车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后，
想办法从别人那里买下了半个摊
位，将拖把放满了半个摊位。

开幕之前，当时县外经贸局
一位领导前来检查场馆，一看摊
位上放了这么多的拖把，就生气
地说：这拖把是谁的？广交会上
放 这 么 多 拖 把 多 少 难 看 呀 ， 拿
掉！拿掉！

没办法，李爱良只能将拖把
拿掉，等领导离开后再放上去。
就是在这一次广交会上，他接到
了第一份来自美国客户的外贸订
单，从此闯入国际市场。

1995 年 7 月宁波伊司达洁具
有限公司成立，1995 年 12 月第一
批拖把产品出口美国。

30 多年来，伊司达坚守于清
洁用品这一行，成为一家从事清
洁用品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
的 大 型 制 造 企 业 ， 产 品 涉 及 地
拖、窗刷和汽车护理用品三大类
十个系列 200 余品种。

“其实产品不分好坏，只要是
消费者需要的就是好东西。当年
高档次的拖把都是意大利、马来
西亚生产的，价格很贵。而我们
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外观
也漂亮，自然会有市场。”李爱良
说。

匠心：
做全球最精致的拖把

走进位于海曙区古林镇的伊
司达集团，在 1.2 万平方米的多层
装配厂房内，工人们正在流水线
上作业。

车间负责人介绍，装配流水
线有 14 条，每分钟能生产出 34 个
拖把。公司拥有电脑控制注塑机

械、双色注塑机组、意大利进口
植毛机组、200 多台工业缝纫机。

“既然做了这一行，就要把产
品做精。”这是李爱良的口头禅。
坚持以“用我们最好的产品让生
活更轻松更美好”为使命，伊司
达组建了一流的研发队伍，研制
了大量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

2003 年 8 月，伊司达产品通
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 ISO9001：
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1 年 1
月“EAST”获国外商标注册受理
书，2014 年 1 月 15 日“EAST”商
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至今，伊司达拥有专利
400 多项，成为国家行业标准的主
要制定单位。

在伊司达的样品陈列室，各
种样式的拖把、清洁用品琳琅满
目 。 据 介 绍 ， 产 品 分 为 平 拖 系
列、地刷地刮系列、伸缩节杆系
列、专业用品系列、地面污染控
制系列，此外还有生产车间、办
公楼宇、洗手间、厨房餐厅保洁
解决方案。

在平拖系列中，产品又细分
为酒店服务、餐饮服务、医疗卫
生 设 施 、 工 业 及 商 业 、 教 育 设
施、办公大楼等不同用途的，在
材 料 上 则 分 为 微 纤 维 、 合 成 纤
维、混合纤维等。拖把之外，还
有多用途清洁杂物车、榨水车、
防滑可碾压的集成模块毯，以及
保洁手套、垃圾袋等，凡是人们
需要的保洁用具，这里都可以找
到，伊司达成为“保洁解决方案
提供商”。

实用美观的产品自然受到国

内外市场的青睐。如今，伊司达
的清洁产品已远销美国、澳大利
亚 、 日 本 、 法 国 、 德 国 、 西 班
牙、意大利等国家。集团公司还
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昆
明、广州、成都、南京等大中城
市设有总代理。

2018 年 7 月、2019 年 6 月，伊
司达被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评
为“中国轻工业行业十强企业”。

李爱良说，以前是用“走遍
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
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
神”来创业的；现在，面对新的挑
战，要以“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
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
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的“新四千
精神”来开拓进取。

爱心：
助教助学，打造百年企业

伊司达 300 多名员工有免费食
堂，有职工宿舍，家庭困难的职工
能获得帮扶。“在伊司达上班的,很
多是老员工。”车间主任说，有爱
心的企业，职工自然能留下来。

这种爱心还向社会传递。高
考只差 2 分而落榜的李爱良，早就
萌生了“创业、攒钱，帮助贫困
学生完成大学梦”的想法，条件
允许了就付诸实施。从 2002 年到

现在，17 年时间，他已捐助 300
多名学子，帮他们圆了读书梦。
按照学校收费不同，李爱良会为
他们每人每年寄出 2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的学费。

丽水景宁的晶晶 2005 年考上
温 州 大 学 ， 却 因 为 家 庭 经 济 困
难，无法入学。李爱良知道后，
主动与她结对承担了所有费用，一
帮就是四年。之后，两人像叔侄一
样，通过书信、电话保持联系。2013
年晶晶结婚，李爱良还以“叔叔”的
身份给她送了一份贺礼。

众多的“侄子侄女”常给他
来信汇报学习情况，信已积了几
袋。李爱良从不张扬这些事，他
觉得这很平常，只要孩子们能完
成学业、回报社会，就觉得很欣
慰了。

2005 年 10 月，伊司达设立了
300 万元的扶贫助学基金。

有些地方因校舍破旧无法再
用，或没钱建校，导致当地学生
辍学。见此，李爱良以公司名义
助建希望小学。如今，已有 8 所

“伊司达爱心学校”分布在河北、
贵州、广西、江西、湖南等地。

有 爱 心 的 企 业 方 能 行 稳 致
远。伊司达以“存伊始之心、创
司 洁 之 业 、 怀 达 济 之 情 ” 为 理
念，立志打造“拥有卓越产品的
全球化百年企业”。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伊丽

初冬的一个周末，谢界山村
层林尽染，游客络绎不绝。

村中试运行近半年的“燕来
山田”精品民宿更是一房难求，乡
村休闲旅游给沉寂的山村带来了
活力。

“燕来山田”是大堰乡贤、谢
界山村党支部书记陆宝法成功引
进的一个项目，总投资近 500 万
元，将村中的清代民宅改造成古
朴风雅的主题民宿，每年可为村
集体带来 10 万余元收入。“接下
来，我们还要引进两家民宿，把山
村打造成原乡味的休闲旅游养生
地，带旺人气，助村民增收。”

今年 45 岁的陆宝法是大堰最
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他放下在
外经营的企业，返回家乡支援村
庄建设 ，利用村庄古宅、田园资
源，引入社会资本，实施“写意谢
界山”合作开发项目，发展民宿经
济。“50 多岁”的村大礼堂“脱胎换
骨”，设立了文化陈列室，还成了 8
位博士的驻点调研基地。“在博士
牵线下，月底，市第一医院专家将
进村，为村民开展诊疗服务。”陆

书记说。
陆宝法是大堰乡贤反哺家乡

的一个典型。今年以来，围绕“乡
贤+”，大堰镇深入挖掘乡贤资源，
做足引智引财项目文章，把浓浓
思乡之情转化为绵绵助乡之力，
谱写山乡振兴新篇章。

上月，来自海内外的 21 名大
堰乡贤重回故乡，踏田畈走村落，
感受山乡巨变。“我愿意和其他乡
贤一起，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乡贤董光国道出了在外游子的共
同心声。

带着项目回归，支援家乡建
设，乡贤用自身行动，抒发对家乡
的热爱。乡贤王国仙在镇里承包
土地，建起“元一”生态农场，还设
计开发“大堰有礼”品牌农产品，
今年已耗资 400 多万元，帮助农户
把水蜜桃、高山稻米、菜籽油等产
品销往宁波市场。“眼下，正在筹
备过年的山货，如土鸡土猪肉番
薯等等，把大堰的高山生态农产
品品牌打响。”王国仙说。

在石井村，乡贤杨孟君资助
村里建设旅游集散中心，为游客
来村旅游提供便利。乡贤阎受鹏
是位著名作家，是冰心散文奖获
得者、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 奖 获 得 者 ，他 在 大 堰 学
校设立乡土文学社，帮助学生提
升 写 作 水 平 和 文 学 素 养 ，捐 书
100 多册 ，并在老家程家村筹建
一所民宿。乡贤王力君在常照村
以根雕文化为主题，建起大堰乡
音工艺博物馆 ，串联起古桥、古
宅、古祠堂 ，为乡愁大堰增添人
文情怀。

大堰是奉化唯一的全域高山
乡村。镇领导表示，在推进乡村振
兴过程中，乡贤是其中一支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 ，要用乡音、乡
情、乡恋把所有大堰人团结起来。
大堰通过评选“最美大堰人”系列
活动，把乡贤的嘉言懿行展示出
来，把大堰“最美乡贤”品牌“立起
来”，至今已有 7 名乡贤获评“最美
大堰人”。

回报家乡，造福桑梓。箭岭村
乡贤刘安芬出资 10 万元，与村两
委会班子一道，探索打造“零污染
村”，并发动村民，成立箭岭村志
愿服务协会，开展垃圾分类，将厨
余垃圾制成酵素肥料。短短两年
时间，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环保
集市”成功做法已在大堰五个村
铺开，“箭岭经验”快速向外辐射，
区内外多个乡村前来学习。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徐铭怿
通讯员 章亚丽

走进宁海越溪乡下湾村，村后
那条又脏又乱的“断头路”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敞整洁的
水泥路。下湾村党支部书记陈贤法
说，这条拖了近十年的“断头路”
通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今年 7 月，陈贤法组织党员干
部逐户上门做工作，党员带头拆除
危旧房屋，在一个月时间内，20
余户村民签下了拆迁协议，使村道
建设得以顺利推进。

这是越溪乡推行党员联户“一
口清”机制，解决群众烦心事、破
解村庄发展难题的一个缩影。

所谓党员联户“一口清”，就
是要做到“三活”“四清”“五到
家”。“三活”即党员对责任网格
的 工 作 对 象 和 工 作 资 源 准 确 掌
握，成为本网格的“活户籍、活
档案、活地图”；“四清”即每位
党员要对所负责区域的四大方面
情况掌握到位，做到“家庭情况
清 、 人 员 类 别 清 、 区 域 设 施 清 、
隐患矛盾清”；“五到家”即经常
走访到家、各类意见听到家、建
立感情心到家、细致工作做到家、
好事实事办到家。

矛盾纠纷调解队、特殊群体帮
扶队、为民办事服务队、群防群治
应急队⋯⋯越溪乡建立起党员联户
包事制度，各村成立了以党员为核
心的为民服务团队，在工程施工、
矛盾协调、环境整治等方面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同时，每半年开展一
次村庄项目建设业绩比拼活动，亮
出“答卷”，让群众来点评打分，
营造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

“哪些情形下村民可以申请宅
基 地 ？”“ 高 龄 津 贴 需 要 怎 么 申
请？”9 月底，越溪乡举行了党员
联户“一口清”擂台赛，通过现场
群众提问题，15 个建制村的参赛
党 员 答 问 题 、 晒 承 诺 、 比 担 当 。

“党员动起来、沉下去，群众自然
信得过。”越溪乡组织委员何春霞
表示，擂台比赛的目的不仅是检验
党员联户的成效，更重要的是激发
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积极性。

作为省市县长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的国能置信智造谷小微企
业园政策处理涉及越溪、山头应、
下湾 3 个村。其中下湾村需征用土
地 192 亩。该村 38 名党员在党员联
户“一口清”机制推动下全力以
赴，让群众从盯着党员干部看、瞅
着身边群众等的“观望者”，逐步
变成主动服务村庄发展的“参与
者”，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土地
征收。

今年 4 月，双盘村开展见缝插
绿栽花行动，村内十多亩闲置地种
上了花卉。“这些地方原来都是乱
堆乱放的卫生死角，脏乱不堪。现
在不仅村庄美化了，还能增加村集
体和村民的收入。”村委会主任曹
为参说。

在党员联户“一口清”机制的
推动下，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王干山旅游开发大美亲子乐园、半
山居民宿、老村地块改造、田园综
合体等项目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园
动工建设。目前，越溪乡共挂牌党
员中心户 52 户，党员户 600 余户，
每个党员联系群众 5 户到 10 户，实
现党员联户全覆盖。全乡共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 1200 余条，帮助群众
解决各类问题 1000 余个，化解矛
盾纠纷 100 余件。

越溪乡党委书记徐善君表示，
党员联户“一口清”将纳入基层党
建工作考核，实行平时评价、半年
评议、年终考核，评议考核结果与
党组织和党员评先评优直接挂钩，
促使每位党员扛起重担，主动投入
美丽乡村建设中。

宁海越溪：

党员联户
“一口清”破难题

▲伊司达缝纫车间。
▶伊司达样品陈列室。 （朱军备 摄）

几位乡贤在参观村文史馆。（余建文 赵伊丽 摄）

试运行中的“燕来山田”精品民宿。

奉化大堰奉化大堰::
乡贤返乡助力乡村振兴乡贤返乡助力乡村振兴

党员干部到联系户家中分
发宣传册。（越人 摄）

伊司达伊司达：：产品让生活更轻松更美好产品让生活更轻松更美好
——“行业领跑者”的成功秘诀（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