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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要求更高、用工成本
压力更大、市场竞争不断加强，对
于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制造业企业
来说，推动提质增效是一项紧迫的
命题。

在浙江宁波，当地持续推动产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提
升和拓展延伸，为制造业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支撑。数据显示，2020
年，宁波全市工业投资增速和技改
投资增速比 2018 年分别提升 10.3
和 12.1 个百分点。其中，以大型制
造业企业为代表，宁波智能制造正
朝着单点突破、龙头带动的方向加
速前进。

改造效果——
优化了生产流程，

降本提质增效

在奥克斯家电生产基地的塑胶
二车间里，工人寥寥无几。塑料颗
粒顺着集中供料系统管道进入注塑
机，注塑机通过模具，完成注塑、
保压、冷却、开模、顶出、取件等
步骤，随后自动传送至烫印机完成
烫印。从塑料颗粒变为外壳，生产
过程不到两分钟。

智能制造优化了企业生产流
程，实现了提质增效，也在节能降
耗、绿色发展方面产生了积极影
响。

走进宁波金田铜业 （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的园区，一派绿意扑面
而来，树木苍翠挺拔、郁郁葱葱，
仿佛置身于一个生态园林。很难想
象，作为一家铜加工企业，金田铜
业的生产车间也坐落在这片绿色园
区中。

这里是花园工厂，也是智能工
厂。在逐步实现机器换人和广泛开
展信息化的基础上，2017 年 9 月，
金田铜业启动了智能制造整体规
划。现在，铜管工厂已实现大部分
生产数据的打通，在车间生产管控
中心，生产数据、订单进程等信息
在 大 屏 幕 上 一 目 了 然 。 2020 年
底，企业的精密铜带 5G 生产车间
也正式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试
点开展了基于 5G 通信技术的设备
数据采集、仪表环境监测、远程运
维等多个应用场景。

金田铜业集团总监潘晋介绍，
通过智能改造，企业精细化管理的
水平不断提高。他举例说：“通过

对客户需求、工艺成本、设备用电
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生产排
产及工艺执行，科学指导峰谷电的
作业时段，综合效益相比之前增加
了 30%以上。”

来自官方的数据印证了智能
改 造 带 来 的 变 化 ： 截 至 2020 年
底，宁波累计建设市级以上数字
化车间/智能工厂突破 100 个，已
竣工的 65 个项目推动企业生产效
率平均提高 58.2%，运营成效平均
降低 21.4%，单位产值能耗平均降
低 16.1%。

改造动机——
大型企业更注重

产品品质提升，越早改
越主动

从结果来看，智能改造取得的
效果普遍令人欣喜。而谈及改造的
动机及自身的发力点，大企业的思
路也颇为一致。

“对于我们来说，智能制造最
重 要 的 是 解 决 产 品 一 致 性 的 问
题。”奥克斯家电集团总裁黄小伟
解释说，家电制造较早实现了机械
化甚至自动化生产，属于标准化程
度较高的行业。但由于单件产品价
值较高，质量控制方面的任何一点
提升，都会给企业带来较大回报。

作为铜加工企业，金田铜业同
样把加强品控能力作为智能改造的
重要目标。在铜管加工车间，随着
转轮的快速旋转，一卷卷铜管被生
产出来。不过，偶尔会见到某一截
铜管上被喷上了黑漆。“产品生产
过程中难免会有瑕疵，在满足客户
要求的前提下，对瑕疵部分进行标
记 ， 可 以 方 便 下 游 环 节 加 工 生
产。”潘晋告诉记者，通过上线智
能检测设备，在减少人工检测强度
的同时，也使得漏检率和误检率大
幅降低。

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企
业，智能改造对控制人力成本方面
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无论是希望提质增效，还是节
能降耗，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企
业对智能改造的意愿极为强烈，且
优势较为明显。

“越早推动智能改造，就越能
把握市场主动，这是大企业的战略
高度决定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我们愿意接受更长的回报周
期。”黄小伟介绍，2015 年以来，
奥克斯先后投入 30 多亿元进行智
能化改造，企业的自动化率已经达
到 77%。

此外，改造目标明确也是大企
业的一项优势。宁波旭升汽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总监罗燚举例
说，“在汽车零部件生产过程中，
我们发现依靠原有的生产系统无法
远程掌握生产现场的具体情况，所
以需要通过智能改造，不到现场就
能时刻感知生产过程中的波动，从
而降低风险、提高效率。”

改造过程——
专业人才短缺，工

人的操作习惯改变也需
要时间

由于大企业产线繁多、流程复
杂，智能改造需要多个岗位甚至多
个生产环节的有效匹配衔接。但从
实际情况来看，在智能改造完成后
的一段时间内，磨合不可避免。

2018 年 4 月，雅戈尔在一条上
衣生产线开始试运行智能系统，通
过吊挂线自动运输每道工序的服装
半成品，串起整个生产流程。“刚
运行就出现了问题。”雅戈尔服装
制造智能制造研究院院长徐士利
说，“试运行的前几个月频繁发生
吊挂线急停故障，最长的一次停机
两三天，耽误了不少生产进度。”

为什么会停机？企业的技术部
门与系统服务商反复沟通，用时
许久才找到问题的症结：原来生
产环节没有产生足够的数据供智
能系统分析研判、优化生产；员
工对新系统也不够熟悉，不会人

工 干 预 ， 这 才 导 致 吊 挂 线 “ 罢
工”的故障。徐士利说：“经过不
断调试和升级，这一问题到当年
年底才彻底解决。”

除了这种“能力不足”带来的
问题，“工人的操作习惯也很难改
变。”黄小伟回忆，“企业刚上线智
能设备时，某些流水线需要工人对
零部件进行扫码录入数据，不少人
一开始难以习惯这种操作方式，经
过一年多的磨合才完全适应。”

雅戈尔遇到的情况并不鲜见，
这也是大型制造业企业在智能改造
中面对的一个共性问题——智能制
造工程技术人员短缺。“既懂技术
又懂行业的人太少了。”罗燚一语
道出了企业的痛点。

“信息技术人员要做业务人员
的翻译者，将工艺、质量、监测等
操作经验转化为数据信息。”潘晋
解释说，可在实际的智能化改造过
程中，信息技术人员可能不了解业
务，业务人员又可能不懂信息技
术，两者之间存在一道屏障。

采访中，多家企业表示，智能
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短缺，一方面与
人才的市场供应量不足有关，另一
方面则受信息技术人才的就业倾向
影响。宁波市经信局产业数字化处

副处长李娜通过对企业走访发现：
“工厂一线对年轻人吸引力不够，
信息技术人才更倾向于到大城市的
互联网企业工作，而且本地高校院
所的专业设置跟企业的实际需求有
差距，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还需要
付出更多努力。”

改造期待——
发 挥 龙 头 作 用 ，

带动中小企业改造

对于大型制造业企业来说，下
一步，智能改造的重点是什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智能
制造为不少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了有利条件，也让他们在市场竞
争中取得了一定先机。”作为一家
专门提供智能制造改造服务的解决
方案供应商，宁波市智能制造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肖勇表示，下一步，
应该从生产“无人化”的概念中适
度跳出，深度发掘智能制造的价值。

谈及对智能制造的未来期待，
“数据”成为多家企业的关键词。
智能制造给企业积累了海量的采

购、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的数
据，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更好地
促进企业发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华盛表
示，“智能制造需要企业对大数据进
行采集、分析及应用，围绕产品全生
命周期，推动企业内部数据与用户行
为数据的融合。”

“数据的作用是辅助决策。智能
制造不是要完全取代人，而是把人的
作用降低，把经验化生产转化为数据
化决策。”智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副总裁冯浩然表示，比如通过
数据来研究工艺和成本、工艺和质量
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

那么，对于智能制造水平相对
较高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来说，要如
何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带动中小企
业智能化改造、助力供应链产业链提
档升级？

2020 年，宁波市印发 《宁波市
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技术大改造行动计
划 （2020—2022）》，提出要鼓励基
础条件好、创新能力强、智能化水平
高的优势骨干企业，开展 5G、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智能制造融
合集成创新，培育一批示范效应明显
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支持龙头企业
围绕上下游产业链生态圈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需求，构建产业链协同
创新工业互联网平台。

“产业链竞争在全球竞争中作用
愈发突出，而大企业则是产业链的关
键。”宋华盛认为，大企业要发挥主
体作用，以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的形
式推进智能改造，提升整个产业链的
智能制造水平。“以大企业为节点向
上下游辐射，将各个环节的堵点打
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智能改造的重
要内容。”
（载9月7日《人民日报》第11版）

人民日报聚焦浙江智能制造

加速明显 大企业带动行业升级
——来自浙江宁波的智能制造调研

人民日报记者 韩春瑶 窦瀚洋 白之羽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王力平 李佳静

擅自开启消火栓违法盗水，造
成水资源浪费，影响紧急情况下消
火栓正常启用；施工单位违规施
工，随意排放泥浆水，导致排水管
道堵塞、污水漫溢；用水设备不合
格、用水行为不规范，产生用水隐
患⋯⋯在我市，涉水违法行为时有
发生。

宁波人均水资源不到浙江省平
均水平的三分之二、全国平均水平
的一半。城市水资源宝贵，生产
生 活 用 水 又 是 民 生 大 事 。 为 从

“根”上破解涉水执法难题，切实
维护水利水务良好秩序，我市探
索建立跨部门联合机制，一方面
组建了联络专群，实时通报各自
巡查中发现问题，另一方面深入
推进“综合通查”的联合检查执
法，针对雨污混排、未按排水许
可证要求排放污水等涉及多部门的
高发性问题进行集中检查，确保即
查即改、应罚尽罚，以此打破部门
壁垒、形成整治合力。

据 介 绍 ， 根 据 浙 江 省 今 年 1
月最新调整后的综合行政执法事项

清单，我市涉水划转至综合行政执
法事项共 90 项，其中水事管理 61
项、排水设施管理 18项、供节水管
理11项。

严查盗水和非法排污
水行为

消火栓里的水，原本是发生火
灾时的“救命水”，可在一些人眼
中却成了可以随意使用的“免费
水”。而擅自开启城市公共消火栓
不仅会造成自来水浪费，还会影
响到紧急情况下消火栓的正常启
用，危及公共安全。前不久，江北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庄桥中队就处理
了一起小区游泳池盗用消火栓取水
的案件。

6 月 27 日，宁波市水务环境集
团江北供水分公司工作人员在例行
巡查至庄桥街道某小区时发现，游
泳池外的一个消火栓上，接着一根
20 多 米 长 的 水 管 ， 水 管 的 另 一
侧，水正不停地流入泳池。工作人
员当即向城管部门举报。接到举
报后，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庄
桥 中 队 执 法 队 员 立 刻 赶 往 现 场，
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经核
实，该小区室外游泳池需要对泳池
进行清洗工作，游泳池清洁人员为
了取水方便，就动起了使用消火栓
水的歪脑筋。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庄桥中
队根据相关规定，向违法行为人下
发 《行 政 处 罚 立 案 通 知 书》。 目
前，违法行为人已被勒令补缴水
费，并处行政罚款 600 元。

无独有偶，今年 6 月，鄞州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收到一份来自鄞州
区水利局的案件移交单，显示某物
业服务公司在甬江大道周边存在排
放的污水水质不达标的行为。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立即配合水利部门展
开联合调查，经水利部门实地勘
查、现场取证，并出具专业检测报
告，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随即跟进立
案查处，通过两部门相互协作，不
仅 对 责 任 主 体 处 以 7000 元 的 罚
款，责令其对超标排污的行为落实
整改。

探索跨部门“综合通
查”联合执法

涉水案件存在主体范围广、隐
蔽性强等特点，不仅客观上存在着
发现难、取证难、办理难等问题，
还涉及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等多个
部门工作职能。为切实维护水利水
务良好秩序，改善甬城水环境，6
月 10 日，宁波市水利水务综合执
法办公室正式挂牌。此后，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水利部门和水务集
团联合集中办公，确保水利部门

划转至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处
罚事项监管有力、移交规范、执法
严格。

宁波市水利水务综合执法办
公室正式挂牌后，不仅依据涉水
法律法规指导协调全市做好擅自
开启消防设施用水、雨污水管网
混 接 、 违 规 排 放 污 水 和 泥 浆 水 、
恶意破坏供水设施等违法行为查
处工作，还组织开展水利水务执
法业务培训和普法宣传，加强对
企 业 单 位 的 涉 水 服 务 保 障 引 领 ，
探索公众参与水利水务执法机制
和举报奖励机制，全面提高执法
效能。

“水务部门巡检工作人员具有
较强的专业业务能力，能及时发现
违法行为，但往往不能及时有效的
制止和消除；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限于不够专业，很难在第一时间对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市水利水务
综合执法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立综合执法办公室就是为了加强
涉水违法行为监管执法的指导和协
调，落实职责，整合涉水执法力
量，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形成闭
环机制，推动形成全市水利水务执
法“一盘棋”。

据了解，今年 5 月至 8 月，水
利水务综合执法部门办结案件共计
74 起，其中供节水案件 12 起，排
水案件 60 起，水事管理案件 2 起，
罚款金额共计 62.12 万元。

打破部门壁垒 形成整治合力

我市建立涉水整治跨部门联合机制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尹莹棋

“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们
就 被 大 水 冲 走 了 。” 9 月 13 日 晚
上，受台风“灿都”影响，海曙区
石碶街道因江水倒灌，水位持续上
涨，两位七旬老人被困宝积禅寺公
共厕所旁的小房子里。危急时刻，
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石碶站水
域救援队出手，徒步涉水 2 公里
进入现场，背出了行动不便的两
位老人⋯⋯

台风“灿都”总算离去，对宁
波全体消防指战员来说，这波“考
验”顺利落下了帷幕。令他们欣慰
的是，他们的救援很及时也很给
力，没有出现遗憾。

“为了让救援的成功率更高，
我们组建了专业的水域救援队，如
今初具规模并发挥积极效用。”市
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说，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消防救援
队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今年以来，宁波消防就把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和党史学习教育
有机结合起来，聚焦“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目标要
求，为消防指战员解难事、为群众
办实事，创新各项工作机制，为

“平安甬城”发展助力添翼。

为此，宁波消防优化精锐战
力，围绕长远发展，加快化工专业
队、山岳救援队建设，组织指战员
外出学习水域、绳索、地震救援
等 各 类 业 务 技 能 ， 开 展 绳 索 救
助、急流救援、溺水急救、舟艇
操作等训练，切实拓宽指战员的
视野，不断提升队伍救援硬实力。
同时，逐步完善应急救援社会化格
局，联合市人社局开展微型消防
站标准化培训、绳索及水域救援
资质培训，累计培训微型消防站
队员 1.8 万余人。

在学中思，在学中悟，在学中
干！宁波消防还坚持把“四史”学
习教育作为砥砺初心使命的“磨刀
石”，将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
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

江北区红梅新村的居民对此深
有感触：“现在我们小区的消防车
道畅通多了，违停的被处理了。”
此前，这个小区消防车道被堵成为
常态。宁波消防聚焦群众关注“热
点 ”， 创 新 “ 非 接 触 ” 执 法 新 模
式，采取数字化手段破解消防车道
堵塞困局，将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落
到了实处。

与此同时，宁波消防还积极推
进老旧小区“智慧消防”建设，集
中开展智能道闸设置、集中充电桩
建设、充电桩智慧系统设置、车棚
内消防设施器材配备等工作，确保
群众最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切实
把实事办在人民群众心坎上。

向史而新，聚力为民办实事

宁波消防
学“四史”守初心担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

台蓬勃兴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2018 年以来，浙江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越来越多的制造业

企业，借力先进设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发力智能制造，在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上蹚出了一条新路。日前，人民

日报记者探访浙江宁波、绍兴和杭州，近距离观察当地智能制造的发展活力和实践探索。

调研期间，记者真切地感受
到，通过智能改造，企业的生产流
程和管理体系得以深度优化，达到
了降本提质增效的目的。

制造业细分领域众多，每个行
业都有其特殊性，甚至同行业中的
不同企业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针对制造业企业的智能改造不是简
单地复制粘贴，而是需要既懂行业
技术又懂信息技术的“跨界”人
才，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探索合适
的智能改造方案。

2020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

31.3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
大制造业国家。作为制造业的新引
擎，智能制造日益成为制造业未来发
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企业
对这种“跨界”人才的需求量是巨大
的。有预测显示，到2025年，我国
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将达到900万
人，人才缺口为450万人。

智能制造人才承担着推动我国
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发展的重要
职能。在制造强国建设的背景下，
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智能制造人才
队伍刻不容缓。而从一线实际来

看，如何补足智能制造领域专业人才
的缺口，已经成为不少制造业企业面
临的新难题。

2020年 3月，人社部等部门发布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一批新职
业，意味着智能制造人才的职业化发展
步入正轨，为人才的选用与培养明确了
方向。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引才育才，
建立健全多层次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
系，发挥企业和院校的联合培育功能，
营造更加适宜人才发展的环境，为我国
智能制造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载9月7日《人民日报》第11版）

培育智能改造生力军
韩春瑶

“四史”宣传教育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