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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丹 县委报道组 孙艺秋

本报讯 冬至时分，料峭寒意
愈浓。早晨7点，新昌三花股份公
司下礼泉厂区，赵林楚已进入家用
四通换向阀装配三车间，开始一天
的工作。每7秒钟，一只空调用四
通换向阀就从他身边的生产流水
线通过。每天，赵林楚所在的车
间，要生产4万个四通阀。

就在两个月前，全球第4亿只
“三花”四通阀就在他们所在工业
园下线。每每想起，赵林楚仍感
到脸上有光。作为一名工作了30
多年的老“三花”职工，“三花”年
年的变化都让他切身感受进步和
希望。“今年我们车间生产的产
品，市场反馈不良率只有 18PPM,
比去年又降低了 1 个点。工作干
得好，我们工资也跟着涨。”

老赵的感受不假。“三花”制
造，称得上是浙江制造的一张金
名片。从四通阀起家，到如今，

“三花”已构建起“全球制冷空调
自动控制元器件王国”。

如果说全球市场占有率超
50%的“三花”四通阀是久经市场

检验的“大牌明星”，那么微通道换
热器，恰似“三花”的“当红花旦”。

在“三花”，记者见到了这位
“当红花旦”。它是一款“三花”根
据行业绿色节能趋势开发的主力
产品，属世界首创。“用了这种换
热器的空调，至少可以省电30%，
还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空调制冷
剂用量，就连空调体积也可以缩
小三分之一。”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也因此，尽管其价格比同类
产品高出20%，仍供不应求。

今年 1 至 11 月，“三花”三大
关键产品——四通阀、电子膨胀
阀、微通道换热器销售额共计
31.4 亿元，全球市场占有率均为
第一，拥有绝对的议价权。

一流制造赢得一流客户。而
今的“三花”，不仅是国内一线空调
大牌企业的核心配件供应商，更是
奔驰、宝马等国际巨头争相合作、
联合研发的对象，实业经营80%的
收入来自全球前20位的品牌空调
制造商。当前“三花”正与奔驰联
合研发二氧化碳系统车用空调电
子膨胀阀，一旦成功，将对全球行
业的节能环保带来革命性贡献。

“三花”一流制造引客来

记者 夏丹

本报讯 近两个月，余杭区
多家制造业企业，相继成为浙江
力太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工厂物
联网”改造的对象。

“在高端制造业集中的杭州
余杭区，我们已和当地政府取得
共识，打造出一个工厂物联网的
示范群。”力太科技创始人李善
通自信地说。

“当前，大型制造业企业内部
都做到了信息化手段实施管理，
车间的生产设备也完成了自动化
改造，上层管理和车间生产各自
的系统全部打通，但彼此却不相
通，往往还是靠人来实现互通，效
率水平可想而知。”李善通介绍。

花了 5 年时间，李善通和公
司研发团队开发出让工厂办公室
和车间连通的“魔盒”。在“魔盒”
里，嵌入了一套物联系统。当前，
公司正致力于让系统兼容性更
强，实现产品标准化，以适用于更
多不同的制造工厂。

前不久，李善通收到了一条短
信：“实施物联网改造两个月后，关
键工序铸造合格率从98.08%提高
到了99.34%。机加工车间设备有
效利用率从43%提高到51%，绝对
值提升了 8 个点，提升率达 18%，
到年底其设备有效率有望再提高
9个点，达到60%。”原来，这是经力
太科技实施物联网改造后的今飞
集团的反馈。

“设备生产效率若提升 17 个
百分点，提升率约40%，相当于扩
建了约半个厂房和添置了近一半
设备。而实施工厂物联网改造的
成本，仅需建厂房和买设备的零
头。机械加工行业设备有效利用
率达到 70%，意味着接近发达国
家的先进水平。”李善通解释。

今年，力太科技被浙江省经
信委确定为首批“机器换人”的
专家服务单位和“两化融合”服
务单位，业务迎来了快速发展势
头。刚过去的 10 月，力太实现销
售额 4000 万元，超过去年全年和
今年前九个月。

力太“工厂物联网”专家

鲁冠球（万向集团董事局主
席）：过去一段时间，改革红利调
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经济增长速
度很快；现在产业要转型升级，速
度放缓是正常的，调整产业结构，
一定要作出牺牲。我们在技术和
创新方面都做得不够。粗放型的
经济发展道路走不通了，转型升
级，要有耐心，要坚持。没有效益
的高速度是不能持久的，只有投
入没有产出也不行，一定要静下
心来，社会资源只有这么一点，社
会需求也只有这么一点，一定要
生产有需求的商品。

王水福（西子联合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平时我们企业界在
交流中，谈到做什么行业好，我想
还是做自己的本行业好，但是要
加上两个字“高端”产业。未来的
西子，主要依靠两张证，一张是航
空许可证，一张是核电许可证。
西子拥有了这两张许可证，未来
的几十年就会拥有永续经营的百
年基因。

刘亭（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
会学术委副主任）：要么走出去，
要么好好转型。如果我们的浙商
既不“走出去”，又不搞高端产业，
那就是“死蛤蟆”一只了。要转型
的话，毫无疑问要选科技含量高
的，有市场头口水收益的，要往这
方面去走。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要学会“喝舍得酒”。有舍才有
得，不然眉毛、胡子一把抓。

兰建平（浙江省工业经济研
究所所长）：当前，先进制造业仍然
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要
把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作为经济
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实现由工业
大省向工业强省的转变。

郑一方（浙江省企业联合会
秘书长）：浙江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要有四个原则，这个产业在浙江
有一定的产业基础，能为它提供
产业发展的条件，具备广阔的产
业发展市场前景，此外，还应当有
一定的产业关联度，带动其他产
业发展。

施放（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
理学院教授）：如果得妙笔点化，
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活力。这
支笔应该是“集成创新”，传统企
业思路要更宽广，从技术创新，特
别是挖掘文化含量这两个方面去
增加附加值，传统企业还是能更
好的生存和发展。

于新东（浙江省省委政策研
究室研究员）：科技创新不仅改写
了公司图谱与产业地图，也极大
丰富了人们的沟通联系与日常生
活。这一切都可看出科技创新所
催生的新兴产业诞生进而新增长
点“井喷”的威力是何等巨大、宽
广、深远。可以说，科技创新无比
广泛而强大的支撑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强化。

厉敏（浙江省经信委总工程
师）：在浙江我们已逐渐感到互联
网在各个行业的渗透、融合、颠覆
后的效应，既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升
级，又催生新兴产业转型，推动存
量提升和增量发展。大力推进“腾
笼换鸟”、“机器换人”等一系列举
措的同时，“两化”深度融合也在浙
江生根，深入实施“两化”深度融合
十大专项行动，大力推进设计数字
化、装备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
现代化、营销服务网络化建设，推
动产品与装备制造向智能、绿色、
服务、安全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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