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童健 李雅南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lmb0808@8531.cn

2022年8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童健 李雅南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lmb0808@8531.cn 亲历 5

近日，在常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辉埠
园区，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10号生
产线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这条生产
线主要生产以食品卡纸为主的高档纸基
材料，投产后年产能可达 30 万吨，为企
业增加20亿元产值。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纸制
品应用十分广泛，针对特定性能和用途
的纸也应运而生，这就产生了特种纸行
业。在被称为中国特种纸产业基地的衢
州，最近传来一个好消息：经过多年自主
研发，哲丰新材料建立了完整的液体食
品无菌包装原纸生产线，改变了这一领
域长期依赖进口的现状。

一张特种纸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又
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日前，我们来到哲
丰新材料，体验一把造纸术。

不创新企业就没出路

“特种纸应用范围广泛，且日趋细分
化、专业化。”刚走进哲丰新材料，公司副
总经理史君齐便领着我们来到特种纸展
示厅，企业研发的数十种特种纸产品在
这里整齐陈列。

我们在史君齐的指导下，开始一一分
辨这些特种纸的种类：用于一次性医用外
科口罩外包装的是医疗包装用纸，用于快
递电子面单的是标签离型用纸，用在字典
里的是薄型印刷用纸⋯⋯

史君齐告诉我们，由于特种纸的细
分种类繁多，因此市场参与者众多，行业
竞争相当激烈，不创新企业就没出路。
说话间，史君齐递给我们一张印刷着“纯
牛奶”字样的纸，“这里面就是液体食品
无菌包装原纸，我们选择它作为高端特
种纸的主攻方向。”

我们仔细观察，又揉捏了一番，纸的
表面带有白色光泽，质感顺滑而细腻，但
在外观和触感上与普通纸张并没有什么
明显区别。我们甚至撕开纸，发现纸张
强度也不似牛皮纸那样抗撕裂。

“你们可别小看这张‘纸’。就是这
样一张纸，过去只能依赖进口。”面对我
们的疑惑，史君齐开始解答，因为对液体
食品风味保持、营养保留、储藏防腐以及
食品安全的要求极高，也就是对于液体
食品无菌包装原纸的阻隔性、遮光性等
性能要求极高，所以研发和生产壁垒高，
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

但从行业发展来看，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乳制品消费国之一，几乎所有的乳
制品都需要无菌包装，而液态奶更是重

中之重，与之相关的液体食品无菌包装
市场潜力无限。

“瞄准液体食品无菌包装原纸这条
细分赛道，哲丰新材料开始发力。”史君
齐已经从事特种纸行业26年，也是浙江
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他介绍，
因为没有现成的资料可学，研发团队只
能在不断实验中总结规律，“光是化工助
剂调配，研发团队就尝试了上百遍。在
关键阶段，研发团队几乎每天花十多个
小时反复实验。”

最终，企业耗时一年造出了液体食
品无菌包装纸中的枕包原纸，并建立起
完整的原纸生产线，产品也凭借高性价
比，收获了与瑞典利乐公司的合作，并
为国内多家知名乳品企业提供乳制品
包装。

老工艺与新科技相融

离开特种纸展示厅，在公司生产技
术部部长丁威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液
体食品无菌包装原纸的生产车间。

“先穿上无菌服、鞋套，戴上帽子和
口罩。”丁威认真提醒道。我们进入了清
洁度达到手术室级别的车间，里面机声
隆隆，造纸机器设备运转不停，一卷卷洁
白的纸出现在我们眼前。

“‘造纸不轻松，七十二道工’，这是
描述造纸的一句民谚，相传东汉蔡伦纸

一共需要72道复杂的工序。其实，即便
是使用了现代机械的今天，还是少不了
选料、蒸煮、浸泡、漂洗、碎料、打浆（加助
剂）、晒纸、分刀、包装等多道工序，依旧
可称为‘七十二道工’。”制浆造纸专业毕
业的丁威说，从古到今，“七十二道工”彰
显着造纸术的智慧。

“造纸工艺流程相似，为什么能制造
出不同产品性能的特种纸？”听到我们的
疑问，丁威卖了个关子。“等会儿你们就

知道了。”
跟着丁威，我们来到了选料区域。

“制造特种纸的关键就在于原材料的选
用和配比，还有添加不同的化工助剂，来
赋予纸不同特性。”

“你们看，这就是造纸的原材料——
植物纤维。”丁威拿出一块植物纤维撕开
展示给我们，“这种撕开后短细匀整的就
是短纤维。短纤维能够提供厚度，长纤
维又能满足高强度的需求。”我们拿起另

外一块植物纤维撕开，这种丝较长的就
是长纤维。“制造液体食品无菌包装原纸
在纤维原料的选择上，是将长纤维和短
纤维进行混合。”丁威介绍。

在古代，人们使用棍棒、石臼等工具
来舂捣造纸纤维原料，这个过程因此被
形象地称为“打浆”。如今，在打浆的槽
罐里，可以看到纤维原料在槽内循环流
动，通过旋转的飞刀和固定的底刀产生
打浆效果。

“打浆是为了改变纸浆纤维的形态
和性质，提高纤维之间的结合力，是造出
好纸的前提条件，正所谓‘纸是从打浆机
里打出来的’。”丁威说。

打浆机旁，另外几台注剂机也在工
作，表面施胶剂、浆内施胶剂等化工助剂
被按比例送进机器里。这样，制造出来
的纸便能满足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的性能
需求。

沿着生产线走，我们看到，经过一道
道工序，一卷卷洁白的纸被制作出来。
生产的最后一关是检测，工人们会抽查
纸张质量。

“你们可以试试。”丁威笑着对我们
说。我们将一张长约 1 米、宽约 30 厘米
的纸平铺在检测台上，打开底灯、侧灯、
俯视灯，在强光照射下，纸张变得透明，
我们聚精会神地检查里面是否含有杂
质，不一会儿眼睛就有些酸涩。

“这还只是1米，工人们需要一次抽
检 100 多米的纸张，看出里面是否有杂
质、缺陷、瑕疵。”丁威说，熟练的工人是
企业宝贵的财富。但产品性能的实现、
产品质量的把控靠人工远远不够，特种
纸的制造是老工艺与新科技的融合。

在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后，“表
面缺陷高速在线检测系统”为纸张质量
把控拴上保险。系统还在不断优化升
级，确保纸张中再细小的颗粒也能快速
检测出。

向“无人工厂”进军

在生产车间里，我们想体验更多造
纸工序，却被丁威“婉拒”了，“你看这里
都没几个工人，现代造纸，工人只需坐在
操控室，就可以掌握设备运行情况。”

在离生产线不远处有一间 20 平方
米的操控室，室内整齐地排列着四台电
脑，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生产线每个环节
的运转功率和实时状态，两名工人熟练
地点击鼠标并记录数据。

“嘀嘀⋯⋯”车间里响起警报声，操

控室墙壁上竖排五色灯中的绿灯也亮
起。“这是提醒一卷纸已经生产好了，要
开始准备下一卷纸的生产。”丁威说，全
自动流水线大大提升了特种纸生产效
率。据测算，一条全自动流水线每分钟
造纸速度能达到 800 米，一天 24 小时满
负荷生产，产量可达280吨，和过去半自
动化流水线相比，产能提高近70%。

丁威告诉我们，哲丰新材料是衢州
市两家“两化融合”试点企业之一，目前
企业正在布局 MES（制造执行系统）。
MES 是一套面向车间执行层的生产管
理系统，它就像个“智慧大脑”，为生产
现场的复杂情况提供信息传输和数据
支撑。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结
合，使生产管理进一步精细化、规范化、
科学化，推动企业朝着“无人工厂”的方
向进军。

“以前工程师的大部分精力都扑在
维护设备上，现在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
技术研发上。”丁威介绍，“无人工厂”的
核心并非完全淘汰人，而是用机器把人
从体力劳动与简单脑力劳动中解放出
来，扮演更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角色。

无人化、智能化、数字化对企业人才
队伍的调整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也让企
业能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提升核心竞
争力。据了解，近年来，哲丰新材料已主
导参与制定特种纸行业的多项国家和行
业标准，包括牵头制定字典纸的国家标
准，参与制定无碳复写纸的国家标准、真
空镀铝原纸和热升华转印纸的行业标准
等。目前，企业正牵头制定无尘间隔纸、
烘焙原纸的行业标准及热升华转印纸的
浙江制造标准等。

当前，特种纸仍是国内造纸业的“蓝
海”。史君齐向我们透露说，企业着手做
好远期规划：一方面是继续追加投资、扩
大产能，一条“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
料”生产线正加快建设，从原料的研发到
小批量生产均已取得成功，将于今年底
正式投产；另一方面是进一步优化提升
产品品质，发挥行业龙头带动作用，吸引
更多配套企业落户常山，真正形成产业
集聚发展。

记者进车间当一回质检员

一张特种纸，有七十二道工
本报记者 赵璐洁 共享联盟常山站 俞国文

赵璐洁赵璐洁

浙江哲丰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种纸生产车间。 共享联盟常山站供图

记者跟随哲丰新材料生产技术部部长丁威（右）抽检特种纸。 共享联盟常山站 俞国文 摄记者跟随哲丰新材料生产技术部部长丁威（右）抽检特种纸。 共享联盟常山站 俞国文 摄

在常人的印象中，养殖行业往往环
境脏乱、技术含量低。但在浙江青莲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一部手机、一块智能大
屏，就能管理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全
产业流程。可以说，这里颠覆了你对生
猪养殖产业的一切想象。

当养殖业遇上互联网，会碰撞出什
么样的火花？带着好奇，我们前往位于
海盐县望海街道的青莲食品，当一回“猪
倌”，寻找答案。

“不掌握些高科技，
还真养不好猪了”

在体验养猪前，我们就做好了吃苦
的准备。

上午 9 时，我们与养殖事业部运营
经理姚江涛相约在企业门口见面。步
入企业，姚江涛带我们穿过展厅，径直
走 向 战 略 指 挥 中 心 及 大 数 据 分 析 中
心，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块长 10 余米的
电子大屏，上面清晰显示着猪舍内的
实况。

我们看到，一个个大开间被分成
若干个小猪栏，每栏约 20 平方米，有
的关着刚断奶的仔猪，有的关着 6 个
月大的成年猪，数量大多控制在 20 头
左右。

在简单了解目前的养殖情况后，我
们不禁跃跃欲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体验养猪？”姚江涛却笑言，眼前这块电
子大屏，加上一部手机，就是我们能体
验到的全部了。“现在养猪，最不缺的就
是人。”

我们立马“傻了眼”。这里和预想的
不太一样，不用穿着厚厚的工作服，也不
用亲自喂食、喂水，待在清凉的办公室
内，动动手指，照样能照看猪。

就在我们愣神时，电子大屏上跳出
提示：“一栋猪舍温度异常”，姚江涛立即
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前往查看。“农业生
产，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技术吃饭。”姚
江涛说，每栋猪舍内安装着各类传感器

和摄像头，连接这些传感器和摄像头另
一端的，除了电子大屏，还有养殖人员的
手机。

说罢，姚江涛掏出手机，向我们展示
“口袋牧场”APP。和电子大屏汇集、显
示数据的功能不同，“口袋牧场”APP 是
实现数字化养殖的操作终端。

“你们可以试试。”接过姚江涛的手
机，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打开该 APP，点
击录入，就开始“云”养猪了。以母猪为
例，一般一天需投喂3次，我们便将时间
设定为7时、14时和17时。

“没想到‘小白’也能当‘猪倌’！”我
们连连感叹。更有意思的是，采访中我
们得知，目前企业养殖管理人员中，有将
近一半毕业于信息技术专业。“不掌握些
高科技，还真养不好猪了。”姚江涛开玩
笑说道。

如 今 ，在 青 莲 食 品 ，只 要 轻 点 手
机，就能管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18 家
养殖场，且养殖 1 万头猪仅需要 3 名
员工。

“凡是机器能干的事
情，都让机器来做”

漫步青莲食品厂区，沿街处一间写
有“膳博士黑猪鲜肉包”的小铺吸引了我
们，前来品尝的顾客络绎不绝。“这可是
我们的‘网红’。”青莲食品总裁助理缪雨
略显自豪。

一家生猪养殖企业，为何做起了
包子？我们心生疑惑。原来，这些年，
青莲食品从“一块猪肉”出发，不断向
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依托数字化“串”
起了研发、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全
产业链条。

拿黑猪鲜肉包来说，它们就出自青
莲食品打造的“未来工厂”。“走，带你们
去瞧瞧。”在缪雨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
往1公里外的屠宰加工厂。

穿戴好防护装备，经过喷雾消毒通
道，我们走进占地 1 万平方米的包子生
产车间。和想象中“未来工厂”应有的

样子一样，这里有一条条流水线、一个
个机器臂、一台台 AGV 小车（自动导引
搬运车）。

放眼望去，偌大的生产车间内，员工
只有寥寥几人，每人掌管着两三台机
器。“他们只需负责调整参数、查看机器
是否异常等。”缪雨告诉我们，“凡是机器
能干的事情，都让机器来做。”

车间主任冯伟演示了一遍操作流程
后，我们按下绿色按钮，包子生产线便开
始缓缓启动。拌料、和面、包馅、醒发、蒸
煮、冷却、包装等流程一气呵成。据悉，
在这间“未来工厂”，若产能拉满，一天可
生产100万只鲜肉包。

我们发现，这间“未来工厂”与一旁
的屠宰厂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输送带。

“新鲜的猪肉从屠宰厂出来，通过输送带
直达包子生产车间进行加工，可避免使
用冷冻猪肉，提升产品价值，提高鲜销
率。”冯伟说。

眼下，青莲食品的猪肉平均鲜销率已
从60%提升至91%，平均利润率从1%升

至6%，单家工厂的年产值可达30亿元。
接下去，青莲食品预计每年还将投入
1000万元以上，用于“未来工厂”建设。

“产品上新周期从半
年压缩到短短几天”

转眼到了中午，我们跟随缪雨来到
食堂，她拿出粽子让我们品尝。“这是今
年推出的新品，市场反馈很不错。”缪雨
推荐道。

我们注意到，食堂一角的冷柜里，还
整齐陈列着大红肠、饺子以及旗下品牌

“膳博士”的各类生鲜单品。缪雨告诉我

们，为了推出这些产品，青莲食品费了不
少心思。“我们以前都是站在产品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利用自身资源去打磨产品，
努力提升产品效益，却忽视了消费者的
诉求。”缪雨说。

疫情给了青莲食品思考和改变。在
缪雨手机里，我们看到了疫情期间组建
的 50 多个微信群，每个群都有 200 至
300 人。从群名称可以看出，这些是青
莲食品的社区团购群。“每个群都有企业
管理人员加入。”

出于好奇，我们点开其中一个群，翻
阅聊天记录，除了订单需求，还有不少客
户反馈，比如“红肠肉很多”“能否推出更
多单品”“起送量建议减少”等。“其实整

个运营体系，最核心的除了高效的产
业链，就是实现用户价值。”缪雨告诉

我们。为此，青莲逐步从产品思维
向用户思维转变，在此基础上建立

柔性供应链。
用户需求为企业生产和新产品

开发提供了方向。缪雨说：“打通了企
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渠道，现在青
莲食品的产品上新周期从半年压缩到
短短几天。此前开发一款新品，需要
经过大量的线下调研、开会、评审、试
吃，最终才能得到市场反馈，起码需要
3 个月到半年左右时间，且大部分基于
企业单方面的信息、预测和判断，市场
成功率低。”

临近采访结束，缪雨点开一份数据
报表。“你们看，我们最多的一个月开发
了 56 款新产品，其中有效产品达 32 个，
市场成功率较前一个月提高 47 个百分
点。”她还向我们透露，近期企业正研发
直属终端，即将构
建一套更加完整、
智能的客户直达业
务模式。

我们相信，传
统 行 业 牵 手 数 字
化，将会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

记者体验数字化管理养殖产业全流程

一个养殖场，装在手机里
本报记者 王雨红 县委报道组 范冰洁 张正龙 通讯员 陈 琳

王雨红

青莲食品工作人员（右）指导记者“云”养猪。通讯员 陈琳 摄青莲食品工作人员（右）指导记者“云”养猪。通讯员 陈琳 摄

青莲食品自动化生产的鲜肉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