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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精于毫厘之间
说话斯文、眉眼俊秀的潘超宇今年46岁，但从事

服装制版工作已23年。从一名职高毕业生到现在的
技能大师、服装高级考评员，潘超宇说，他凭的全是
一片匠心：对制版工作的执著、对裁剪细节的精准。

20多个裁片的组合，可谓“牵一发动全身”。每
一样片的缩小，势必造成另一样片的放大；某一样
片的弧线变动，势必影响相邻样片的弧线变动。要
做好一件西服，并非简单的样片加减和大小放缩，
这里面蕴含着无数种变化。23年的一线工作经验告
诉潘超宇，要做好这些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他的工
作就是在这些变化中找到平衡，选择出最佳方案。

在培罗成里，制作一套职业装耗材2.85 米左
右，潘超宇和他的制版团队所“争取”的，正是那布
料上的一分一毫。在原本布料利用率最大化的基础
上，他反复琢磨初毛样，不断制版，希望从衣服肩角
和领角上节约出“丁点儿”布料来。按照公司年产
20万套职业装来算，每套只要减少1厘米用料就能
节约成本20万元。

潘超宇说，职业装行业内较高水平的公司，能
把平均返修率控制在1.5%到2%，而近几年培罗成
的返修率仅为0.8%左右。这需要的，是在为不同身
形顾客量身定制细节上的一丝不苟和勇于创新。

拿着手中一张代号“3386”的纸模，这是培罗成
今年刚申请下来的技术专利，潘超宇为记者讲述了
其中的“奥秘”。他说，这是利用纤维材料的物理属
性，用材料经纬纱向的拉力，对应牵拉西服袋盖的
两个角，使袋角自然窝卷，形成好的窝势，实现用衣
身里料替代工业化生产中的醋酸专用袋盖里料，还
能起到节材降耗的作用。“简单地说，以前的荷包袋
盖子穿久了会自然翘起，但使用了我们这种工艺，
就会永久服贴，正常穿着情况下不会再翘了。”

像这样的创新，在潘超宇技能大师工作室里一
直没有停歇。据介绍，自2012年以潘超宇个人名字
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成立至今，7年来团队已完成专
利25项，潘超宇个人持有12项，获得市级及以上荣
誉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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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耕耘，成为宁波服装业唯一全国技术能手
宁波培罗成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潘超宇：
“把宁波的红帮精神传承下去”

一件西服，由20多
个裁片组成。或许你觉
得这个事情没有多么
复杂，但这背后的工作
量和数据量将远远超
出想象。刚刚获评浙江
省“万名好党员”、宁波
市“优秀共产党员”的
潘超宇，是宁波培罗成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
师，他的工作就是优化
这些裁片。

埋首在堆满剪刀、
牛皮纸、卷尺的工作室
里，潘超宇整天和各类
布料材质打交道，和各
种人体模型打交道，反
反复复地测量、勾画、
裁剪、调整……这样的
工作，一干就是 23 年。
如今，他已是全省服装
行业荣誉最高的技能
大师工作室领头人，宁
波服装行业唯一的全
国技术能手、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他的
匠心，也正是一名共产
党员的初心。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朱娇娇
摄影 崔引

匠心，也是初心
“23年前我刚一入行，师傅就说，做好一名制版

师，要坚持己见、不忘初心，择一事终一生。”在潘超
宇看来，这是匠心，其实也是红榜精神。勤劳、肯吃
苦、敢于创新，这种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他的职业人
生。

刚进公司时，潘超宇天天跟着一位上海老师傅
学习，没事就窝在自己的办公室琢磨，只要有制版
任务，加班加点也要完成。后来成长为“大师”，他也
依旧还是那个手勤话少的制版师傅。在培罗成里，
大家都知道潘超宇每天至少要五六次下车间，如果
在技能大师工作室里找不着他，那就是在车间与一
线工人探讨如何精准制衣……

如今，潘超宇技能工作室10名成员中，7名是
党员。他引领了公司70余人获得国家技师资格，
200余人获得国家高技能人才，70余人获得专项能
力证书。每次工作中遇到什么疑难杂症，他就主动
带领党员冲到一线，身当“急先锋”，在克难攻坚中
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从15年前入党开始，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人代
表和党员，潘超宇要求自己不仅要把工作做好，也
要把红帮精神传承下去。“我们宁波有着令人骄傲
的红帮精神，这种精神也一直传承到现在，希望能
继续弘扬这样的优良传统，带领宁波的服装业走得
更远”。

交出完美的“命题作文”
培罗成是中华职业装的领军企业。职业装的制

版，难在哪里？潘超宇说，这就跟命题作文一样，客
户提供的材料、版型都定好了，要求制作单位进行
合体合身的再创造和生产。商场里的西服，就按大
中小分几个档次裁剪模版，而现在一套职业装的裁
剪，可能需要制作80多个甚至上百个版样。

2014年，在中国东方航空服装类项目招标中，
面对法国设计师给出的“命题作文”，潘超宇和他
的团队打下了完美一仗。

当他们拿到法国方面提供的女乘务上衣版型、
材料和样衣时，距离投标只有半个月时间了。潘超
宇发现，毛纺面料制作的贴体插肩袖，肩端很容易
出现扭曲凹陷的毛病。“以前这种贴体材料，多是采
用羊绒等松结构面料，这次的毛纺面料质地比较
紧，模特穿在身上就没那么合体了。”

面料和版式都定好了，这个细节缺陷怎么破？
四五天的时间里，潘超宇和他的团队尝试了不少解
决方案，终于设计出“双抽缩分烫定型工艺”，一招
解决了贴体插肩袖肩端容易扭曲凹陷的隐患。

在上百家投标企业中，经过两轮竞争，最后培
罗成以技术分第一中标。在后期批量生产前，利用
废弃的裤子拔裆机改造出“贴体插肩袖分烫定型
机”，大大提升操作效率与质量稳定性。

招商银行职业装，这是潘超宇的另一经典之
战。在这次的招标中，他们遇到了极少采用的含氨
纶弹力面料。“这种面料在生产中有很高难度，制版
中的尺寸稍微没把握好分毫，那弹力扩张出去就极
容易走样。”

这道命题作文，如何交出完美答卷？利用有纺
衬经纱的牵力和无纺衬定型佳的特点，潘超宇和他
的团队设计出了“弹力面料的防扩张工艺”，解决了
产品尺寸易扩张难把控、外形易形变的难题。在招
标现场，培罗成展示的样衣堪称完美，中得了5000
万元标的，累计至今已增标至1.1亿元。

在同行眼中，潘超宇制作的样板成衣造型美
观，他还通过推码优化来提升板型对人体的覆盖
率，确保做到返修率最低、合体率最高。在潘超宇
23年职业生涯中，他为15000余人量体裁衣，一年
设计样片超过3000余片。经他手制版的各种职业
装，版型考究、线条优美，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

潘超宇在工作中潘超宇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