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卫宁

凯泉集团总经理

永嘉泵阀产业最早一批技
术人才之一，28 年专注泵
行业技术研发，不断推动产
业技术创新，累计主导 20
余项专利研发。

戴着眼镜，外形儒雅，夹在人群
中迎面走来，看起来像是一位技术专
家，直至他自我介绍，“你好，我是黄
卫宁。”我们才反应过来，他就是凯泉
集团总经理黄卫宁。我们的直觉也
没错，黄卫宁是技术人员出身，如今
除了公司日常管理，他绝大部分时间
仍围绕着技术转，还打造“车间学堂”
给员工传授技术，是公司许多人心中
的“师傅”。

加入公司 28 年来，一路见证凯
泉集团年产值突破亿元、10 亿元乃
至 60 亿元，黄卫宁感慨地说，凯泉
集团迄今已取得专利 700 余项，也
是较早启动智能化改造的泵阀企业
之一，阔步向前背后最大的秘诀正
是“技术创新”四个字。

要做好一只泵，必
须跳出泵来思考泵

走访客户了解产品运行状况、
参与公司研发碰头会、自学新材料
运用技术⋯⋯过去一周，黄卫宁的
大部分时间围绕新产品开发展开。
这也是他28年来的工作缩影。

1994 年，当时还在永嘉县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所工作的黄卫宁，拗
不过凯泉集团的前身——瓯北水泵
厂负责人林凯文三番五次上门邀
请，放弃“铁饭碗”下海。当时，永嘉
县瓯北大大小小的泵阀作坊林立。
能吃苦、有力气，是这个行业对员工
最大的从业要求，一线工人几乎清
一色膀大腰粗。当戴着厚眼镜、书
生味十足的黄卫宁一头扎进车间
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他肯定坚持
不了多久。

酷暑天的车间，热浪滚滚，黄卫
宁捧着按照自己设想绘就的图纸，
一边与工人交流实施的可行性，一
边改进。他在身边放了一个大水
壶，热得受不了时，抓起水壶，咕噜
噜喝上一口，继续调整图纸。当时
的泵体结构复杂、体型庞大，黄卫宁
一心想捣鼓出替代产品。功夫不负
有心人，数月后，黄卫宁终于制作出

一款单级泵，该款产品巧妙组合设
计，分立式和卧式两种款式。其中
立式单级泵占地面积不及原来的二
分之一，在市场上一炮而红，迅速成
为凯泉集团的主打产品。

一次，黄卫宁与同事一起给客
户做产品回访，对方一个劲夸赞单
级泵。没想到，黄卫宁突然发问，这
款产品，使用中存在哪些问题？针
对客户的反馈，黄卫宁马不停蹄地
开展了第二代单级泵研制。如今，
这款单级泵，黄卫宁已经迭代到第
六代。

一个泵，要想在市场上持续拥
有话语权，单单产品质量过硬还远
远不够。“要做好一只泵，必须跳出
泵 来 思 考 泵 。”黄 卫 宁 说 。 2001
年，他来到江苏大学学习计算机科
学 与 技 术 ，这 一 读 就 是 3 年 。 此
后，他又花近 1 年时间到上海交大
进修工商管理 MBA。接着，他还
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进修管理发
展课程。

不断学习吸收，让黄卫宁对如
何更好地打造一只泵，有了更多的
新思考。

要求每位管理人
员首先成为一名老师

随着不断发展壮大，公司业务
拓展至全国，成为集设计、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泵业集团。
盘子越来越大，如何持续为公

司发展注入活力？黄卫宁一方面积
极与科研机构合作打造“外脑”，一
方面在内部不断营造浓厚学习氛
围，他要求公司的每位管理人员，首
先要成为一名老师。

走进凯泉集团永嘉未来工厂，
一台台高度智能化加工设备旁边，一
排排课桌椅分外引人注目。“黄总不
仅自己爱学习，还带着员工在车间里
一起学，在他的要求下，公司内部常
态化举行各项培训。有些培训实操
性比较强，为此，黄总直接把课桌搬

入车间，打造‘车间学堂’。”凯泉集团
副总经理张大辉告诉记者，负责讲课
的，除了一些专家，更多时候是公司
的管理人员。学在前面的黄卫宁，总
会分阶段布置一些学习方向和任务，
公司管理人员外出学习消化后，再传
授给普通员工。他也成为了许多员
工心目中的“师傅”。

在黄卫宁看来，当前，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
与制造业深入融合，不断改变着制
造业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发展
模式。在以小批量、多品种、定制
化生产模式为特色的泵阀行业，如

果不尽快加以改变，很难适应日益
变化的市场需求。黄卫宁说，凯泉
集团的改变，从每一个员工学习技
术开始。

新技术新理念，开
始扎根生长

通过不断强化全员学习，越来
越多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在凯泉集团
扎根生长。

在凯泉集团永嘉未来工厂内，
工人们娴熟地通过显示屏发出指
令，原先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能
出来一个零件半成品，如今，通过一
个智能化加工中心就可以搞定。旁
边的智慧大屏下，新接的订单、原材
料 库 存、工 期 进 度 等 信 息 一 目 了
然。近年来，仅永嘉未来工厂，凯泉
集团就累计投入 1 亿多元资金用于
智能化改造。

在推进过程中，黄卫宁发现，数
字化改造必须取得产业链上游企业
的配合，“否则上游企业无法实时获
知我们的订单安排情况，我们也无
法实时获知原材料供应情况，改造
只能算半拉子工程。”

“黄总在数字化改造方面的经
验和心得，总是毫不保留地分享给
我们上游企业。”凯泉集团的原材料

供应商、武义恒达铸造有限公司负
责人方建伟告诉记者，在黄卫宁的
指导下，他们通过 MES 系统与凯泉
集团联通，如今，凯泉集团缺什么原
料、接了什么订单、哪些订单生产周
期紧，他们紧跟着调整生产计划，双
方合作越来越默契。

而于凯泉集团永嘉未来工厂而
言，这种变革也几乎是全方面的：产
品研发方面遇到难题，通过在甘肃
兰州、江苏镇江设立的两个研发中
心远程进行技术指导；客户无法到
现场验收，就以直播连线方式进行

“云验收”⋯⋯
黄卫宁透露，通过改造，永嘉未

来工厂在生产效率上提高 87%，能
源利用率提高 12%，运营成本降低
21%，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7%，产品
不良品率降低 53%。许多产品的品
质赶上并超过知名企业产品。

“我们举行产品推介会，邀请
客商现场观摩生产过程，许多原本
用其他产品的客商，纷纷改用我们
的产品。”黄卫宁说，短短两年时
间，永嘉未来工厂年产值从两亿元
提高到了 6 亿元。技术创新，是企
业发展最大的底气，眼下，凯泉集
团永嘉未来工厂已启动自动化配
套仓库项目，并着手推进屋顶光伏
发电建设。

永嘉“师傅”黄卫宁——

改变，从每个员工学习技术开始
本报记者 戚祥浩 共享联盟永嘉站 黄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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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间学堂”内，工人们在
接受培训。 受访者供图

黄卫宁（左）向一线员工搜集新设备使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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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天玮雨具有限公司，工
程师凌申研走进办公室，随手拿起
一把“问题伞”，几番开收，思考片
刻，眉头便舒展开来，改善方案已了
然于胸。

凌申研今年 49 岁，留着一头干
净利落的板寸，待人温和，说话条理
清晰。而拿起雨伞时，他的眼神总
会变得“犀利”起来，俨然一位见多
识广的“老中医”，一番“把脉”后，总
能精准“对症下药”。

在同事们的眼中，凌申研总是
忙着“赶场子”，这会在办公室用电
脑绘制新款雨伞的 3D 模型图，下一
刻便带上样品钻进实验室埋头组
装，没一会儿，又跑到厂里的制造车
间查验配件尺寸。

从 1994 年开始，在这方由雨伞
撑起的天地间，凌申研已经潜心“修
炼”28 年，凭着一份热爱与执着，从
一个年轻懵懂的车间学徒，成长为
独当一面的资深“伞匠”。

笔记本电脑也能
和雨伞“牵手”

凌申研伏在办公桌上，用螺丝
刀拧开一把三折式自动开收雨伞
的伞柄，一个由尼龙绳和塑料片组
成的精巧“制动器”便显露眼前。

“这就是安全自开收雨伞技术的核
心。有了它，打开雨伞时如果碰上
故障，能够实现自动‘刹车’。”凌申
研说。

这是他最为骄傲的作品。凌申
研说，2005 年，一款自开收雨伞在
市场上“走红”，公司接到了不少订
单。但有些客户却反映，这种雨伞
开伞时弹力过大，有时候一按下开
关，伞架会脱离伞柄弹射出去，存在
不小的安全隐患。

怎 么 样 才 能 让 雨 伞“ 收 放 自
如”，同时又保障安全？凌申研苦思
冥想了一周，反复构思了多个方案，
但都不是很满意。偶然间，他在电
视上看到一出演唱会，看着特技演

员背后悬挂的钢丝绳，他找到了灵
感——舞台上的“安全绳”看似纤细
却强韧可靠，何不把这个创意用到
雨伞上呢？

说干就干，经过反复设计、实
验，凌申研自主研发的安全自开收
雨伞正式“出炉”，外形酷似“迷你水
车”的内置设备为雨伞添上一道强
力“保险”，既轻便又安全。该技术
不仅得到了客户认可，也成为当时
整个行业的“风向标”。

可凌申研却不满足于此，开伞
时能不能做到“随开随停”，进一步
加强安全性能和实用性？凭着一
股子韧劲，凌申研又开始“泡”在办
公室里钻研。很快，他的视线停在
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对了！笔
记本电脑的屏幕可以 180 度任意固
定，何不把其中的阻尼器用到雨伞
中来？”

“你是做伞的，怎么会来找我
呢？”当凌申研兴冲冲地找到供货
商时，对方满脸惊讶，怎么也想不
到笔记本电脑能和雨伞“牵手”。
不 过 ，正 是 善 于 从 生 活 中 汲 取 灵
感，让凌申研一个个看似“不可能”
的设想，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
变成一款款畅销产品。不久前，安
全自开收雨伞的“2.0”版本投产，受
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产品供不应
求。

“其实，不仅是笔记本电脑，一
把雨伞里甚至还会用到汽车、飞机
上使用的材料，里头的学问可多着
呢。”谈话间，凌申研小心地撑开一
把尚未完工的样品伞，神情充满自
豪。

细心加耐心，寻找
最优解

“凌工，这把雨伞打开时总会
卡住，请你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
原因？”在凌申研前往工作室的路
上 ，公 司 营 业 副 总 王 宇 探 出 身 子
叫 住 了 他 ，并 递 来 一 把 三 折 伞 样

品。
“我看伞面没什么问题，估计是

伞的主骨偏细，导致开伞时‘力量’
不够。”凌申研接过雨伞，反复开收
几次后，将伞架在手中慢慢转动查
看，没一会儿便给出了初步判断。
随后，他拿起手边的游标卡尺细细
测量，果然，几根用来支撑伞面的

“伞骨”比标准“瘦”了 0.2 毫米，导致
强度减弱开伞不畅。

制伞时碰到棘手的问题，大家
都会找凌申研来帮忙“诊断”。“有
凌工在，我们放心。”王宇说，在日
常工作中，凌申研细心认真，而且
做事思路清晰，善钻研且“金点子”
频出，不少复杂问题在他手中迎刃
而解。

“ 不 好 意 思 ，我 的 工 作 室 很
‘乱’，让你见笑了。”走进天玮雨具
新材料加工和应用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各种雨伞、伞架堆得满地都是，
连办公桌也被雨伞配件“占领”。伞
骨、长纤、短纤⋯⋯凌申研如数家
珍，这些被他笑称为“垃圾”的许多
配件，正是他一次又一次试错的见
证。

凌申研拨动钻机，在一根铝合
金棒上打磨孔洞。“这个孔的大小有
误，得重新找到合适的尺寸，”凌申
研说，“有时就算是1毫米的误差，也
要推倒重来。”因为，即便是极其微
小的误差，往往也意味着大量原材
料的损耗。

“细节决定成败，在一把伞中，
哪怕减少一颗小小的铆钉，也能大
大降低制造成本。”有一次，凌申研
通过改进工艺，在保障性能的基础
上，将一款雨伞中的铆钉数量整整
削减了一半，同时换上更轻便、更强
韧的弹簧，让雨伞的重量从 900 多
克降至 500 多克，大大节省了制造
成本。制伞所需要的知识多为几何
与力学，而看似简单的两者却能延
伸出无限组合，若要在其中寻得“最
优解”，细心加上耐心，是凌申研走
向成功的“方程式”。

产业链协作，推动
本地伞业发展

一款前短后长的“异形伞”，能够
让鞋跟在雨天时不被淋湿，然而原本
外翻的延伸伞面却导致收伞困难，且
外形不够美观，凌申研便改“露”为

“藏”，不仅更加轻便，雨伞收拢后外
观也和普通雨伞一样；用于车辆遮阳
的“汽车伞”尺寸固定，经常遭遇退
货，凌申研便开发出可变换三种尺寸
的“汽车伞”⋯⋯“每一处细节的改
善，都来源于反复的试验。”凌申研
说，“对于很多突然碰到下雨而没带
伞的人而言，总是希望能与撑伞的人
同行。”对凌申研来说，能够将技术共
享出去，意味着“双赢”，也意味着更
多的机遇和可能。

“目前，通过专利授权等方式，
我们和多家企业共享技术成果和相
关产品，通过产业链协作，实现互利
共赢。”凌申研说，这些研发成果能
够有效帮助兄弟企业拓展销路，这
令他倍感欣喜。

“凌工经常过来帮我们处理技
术难题，不仅如此，还协助我们开发
自己的专利技术。”绍兴隆帆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妹说，去
年，在凌申研的帮助下，企业成功取
得多项专利技术，大大提高了产品
的附加值。

“全球三把伞，一把崧厦造。”在
上虞崧厦，伞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崧厦街道积极打造伞艺小微企
业园，目前已有 19 家企业入驻。同
时，街道在园区内构建伞艺创新中
心，引入多个大师工作室。“现在，我
们正积极吸纳像凌申研这样的工程
师和各类行业高端技术人才，通过
协同创新平台来共享智慧，进一步
推动本地伞业发展。”崧厦伞艺创新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该创新中心广
纳英才共建“伞业大脑”，为当地伞
企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协同发展
提供服务与保障。

共富路上带头人 上虞“伞匠”凌申研——

撑伞的人，总是希望能与人同行
本报记者 阮 帅 上虞区委报道组 袁伟江

凌申研

浙江天玮雨具有限公司工程师

扎根行业一线 20 余年，凌申研在长期科研工作中
勤于创新，不懈实践，先后成功申请 20 多项发明专
利。他设计多款实用性强、安全性高的中高端雨
伞产品，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还通过专
利共享等方式，帮助其他伞企拓宽销路，实现产业
共富。

上图：凌申研
（右）和同事交流产
品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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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凌申研

操作机器打孔。
本报记者
阮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