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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飞渡激情扬
——“那些逆势增长的企业”系列报道之二

湖南华数：
用中国“大脑”
装备中国制造
其工控系统在部分重点行

业和企业应用，实现替代进口

株洲日报记者 高晓燕

去年 12 月底在株洲注册成立，今年 5 月份正式开门
营业——这家在行情低谷时期低调开张的企业，却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拿下了合计 80万元的业务，并且诸多
企业正在洽谈合作中。

究竟是什么，让湖南华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南华数”）拿到了启动市场的“秘钥”？

“玩转”一辆小车，就可有4800万元的订单

6月 19日，走进湖南华数，眼前的场景让人惊讶。
在湖南华数高达 4层的车间里，听不到机器轰鸣，看

不到生产线忙碌；在偌大的办公室里，看不到密集的人员
办公。原来，35 名的团队成员里有一半被派驻进知名高
校，就地开展技术攻关。

走进一间厂房，地面用黑色磁贴做出一圈完整的跑
道，类似于孩童玩具的车行轨道，一台 1米见方、仅到人膝
盖高度的 AGV小车，在这条磁贴跑道上反复试跑。

“别看这车小，它能举起一吨重的物料。”王晓宇博
士，既是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又身兼湖南华数研发部部
长，在旁解释道。

这台 AGV小车是济南一家大型汽车生产企业送来的
故障品。在现代智能生产车间里，AGV 小车承担着物料、
设备等物品的移载功能，对精准度、及时性要求较高，其
80%左右的重要零部件及系统，均采用国外进口。这也造
成小车出现故障时的维修困难。

此次，济南这家企业希望能借湖南华数的技术，重塑
这台故障 AGV小车，实现国产化替代。

事实上，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在被“解剖”开来的 AGV
小车上，用来替代进口的国产化工业控制器及其线路，只
有进口部件的三分之一大小。“用了我们华数的国产部件
和系统，目前 AGV 小车各项功能已经恢复正常。”对接完
济南企业的访客，王晓宇顾不得吃中饭，又带着助手赶往
高铁站准备返回武汉。

“济南这家企业，准备将工厂做生产自动化的技术升
级改造，且全部采用国产，预计订单金额可以达到 1.2 亿
元，除去装备费用，分给我们的工控系统费用大约在 40%
左右，也就是 4800万元。”湖南华数总经理周敏说。

基于工控领域的核心技术，目前湖南华数已与株洲
本地的院校及企业签订了 80万元的订单。

攻克一套系统，提升国产设备的市场底气

就好像手机必须配备安卓或者苹果 iOS 系统才能运
行一样，工业领域的自动化生产设备，也必须在工业系统
平台上才能运行，而湖南华数所研究制造的，就是被誉为
工业制造装备“大脑”和“神经”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系
统，以及与其相关的控制器、伺服电机等产品。

这样的工控系统，在 CNC机床、机器人、智能产线、武
器装备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事实上，80%涉及国计民生
的关键基础设施都要依靠工业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化作
业，而目前国内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80%的市场，
都被德国西门子、施耐德、日本三菱、欧姆龙、美国罗克韦
尔等国外厂商占据。

近年来，随着国内工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持续发
展，我国制造业对工控安全的需求全面升级，近几年行业
增长均超过 10%。

目前，湖南华数已成功研制出全总线、全开放、全国
产可编程自动化控制系统，产品技术指标可媲美国外同
行中高档产品。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内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平台组整
体平移落地的科技型企业，湖南华数也是武汉华中数控
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以及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布局全国的 5大分中心之一。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是国产数控系统企业
首家上市公司；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
高档数控系统的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研发的国家级研究
基地，以及创新源头和产业化基地。“背靠”两大技术支
撑，湖南华数的实力可见一斑。

“目前我们的工控系统，已经在部分重点行业和企业
进行了应用，实现了替代进口。”周敏表示。

自成立以来，湖南华数保持着旺盛的科研“精力”，平
均每月都有 1—2项新的科技创新成果，目前该公司还承
担着制造装备工业自动化控制基础技术研发等多项国家
级科研项目。

“我们就是要用中国‘大脑’，来装备中国制造。”周敏
说，按照计划，湖南华数将在今年内完成约 5600平方米的
生产、研发基地建设，扩充运营团队，并于 2021年扩大细
分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形成产业生态链。

1至3月，出口同比劲增39%；
4至5月，内销同比拉升

17.5%

兴隆新材：
国内外市场的

变与活
株洲日报记者 廖明 通讯员/周杨

6 月 22 日下午，云龙示范区迎宾大道一侧的株
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新
材”），等待装货的大货车在厂区门口一字排开；厂内
的 10条生产线，正满负荷生产。

疫情影响之下，因势利导、变中求活，在国内外
市场的闪转腾挪之中，兴隆新材 1至 3月外贸出口同
比增长 39%，创公司成立以来最高出口销售纪录；4
至 5 月，外贸出口受阻之后，国内销售强势发力，内
销同比拉升 17.5%。

技改的舍与得

走进兴隆新材白炭黑六期生产线，巨大的罐体
和密布的管线之中，生产一如往常忙碌。

指着这些外行看不出半点门道的罐体、设备，该
公司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彭令军，脸上不自觉地溢
出笑容。

“都是德国、丹麦的进口设备，代表着业内最先
进的生产工艺和水平。”彭令军介绍，这条投资近 2
亿元的生产线，自 2017年启动改造，2018年年底试投
产，通过 2019 年一年的摸索和磨合，2020 年开始稳
定生产运行。

从该公司 1 至 3 月的外贸销售数据来看，2 月
份的销售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 1 倍，国内销量基本
持平。激增的订单，无疑会带来巨大的交付压力，
但兴隆新材照单全收。

信心来自于技改释放的生产力。
“产能提升 25%左右，产品品质大幅提升，成本

大幅下降，效果超出预期。”彭令军称，得益于技改，
公司的白炭黑产品成功走向高端，产品品种也从此
前的百余个增加至 170余个，销售面大幅增加。

“如果没有技改带来的产能、品质的大幅提升，
以及成本的大幅下降，我们就很可能因为缺乏竞争
力，错失这一轮外贸出口的井喷式增长。”彭令军介
绍，兴隆新材从不吝于在技改方面的投入，即使今年
疫情影响之下，该公司仍启动了水玻璃生产线的改
扩建；白炭黑四期生产线的技改升级，今年累计投入
已超过两千万元。

销售的退与进

兴隆新材办公大楼的一层，是公司销售部门的
所在地，偌大的办公室人影寥寥。

“都出去了，不是在见客户就是在见客户的路
上。”公司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何晓阳说。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兴隆新材狂飙突进
的外贸出口业务，在 4 月踩下了“急刹车”。这时候，
国内销售接过接力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杀出
一条 17.5%的上扬曲线。

“不停产、不压产，销售就必须顶上来，填补出口
锐减带来的缺口。”何晓阳介绍，复工复产以来，公司
所有销售人员几乎都在出差，“不论去哪都是自己开
车，泡面、热水瓶是必需品，在车里过夜更是常态。”
他说。

凭借强大的销售团队、规模以及成本优势，兴隆
新材在国内市场迅速打开局面。但在何晓阳看来，成
本优势固然是市场竞争中的一大利器，新的增长点
才是公司行稳致远的发动机。

长久的关注和布局，兴隆新材的白炭黑产品在
此期间成功进入 3 个全新业务板块。销售员刘昀即
是其中一大板块的开拓者，此举也为他创造了单月
销售产品数量的新纪录。

“就目前来看，公司销售确实还在保持增长，但
如果疫情影响持续，后期必定承压。”何晓阳介绍，疫
情其实也是一场大考，将加速行业内部洗牌，重构市
场秩序，兴隆新材有能力通过这场大考，并赢得新的
发展机遇。

兴隆新材的产品正在装车准备外运。
廖明 摄

复工即冲刺，
上半年销售收入可破10亿元

汉德车桥：
“智造”加持，

“重器”亦“飞扬”
株洲日报记者 易蓉 通讯员/唐佳磊

按常理，眼下本该是汉德车桥的淡季，如今淡
季不淡，反而喜迎“井喷期”。

6 月 22 日，荷塘区嘉德工业园的汉德车桥
（株洲）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德车桥”）内，
生产重型螺旋锥齿轮、圆柱齿轮、精锻齿轮的各
大车间奏响“人机交响曲”，80多条生产线都在满
负荷生产。

没有受疫情影响的低迷，在汉德车桥，复工即
冲刺。作为全市最早复工的企业，它抓住了“新基
建”这一“风口”下的机遇，自今年 2月 5日复工以
来，便开足马力保生产，如今公司销售额超过 9亿
元，成为株洲制造业领域中的一段“上扬曲线”。

新基建“风口”下，“大器”亦飞扬

今年以来，中央数次强调要加快推进国家规
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
成为众口相传的热词，也成为新一轮产业“风口”。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用到渣土车、牵引
车等商用车、重工汽车等工具，而陕西汉德车桥有
限公司就“长在了‘风口’上”。据介绍，“陕西汉德
车桥”作为中国中重型车桥的知名品牌，该公司以
重、中型卡车车桥、客车车桥、工程机械车桥为核
心产品，各系列桥总成已批量装备越野车和国内、
外各大知名商用车企业的重卡、客车、工程车。

“前 5个月，集团公司销量增长了 30%。我们作
为配套企业，业务肯定也随之增长。”生产制造部
部长孙月亮说。

从 2 月份开始，4.3 万平方米的汉德齿轮汽车
驱动桥及齿轮智能化制造基地，满载订单，奋力
奔跑，强势开启 2020 年复工大幕。在做好防控疫
情下，该企业就派出车辆去到娄底、邵阳、郴州等
地接回员工，当时 1200多名员工中就有二分之一
复工。

“至今，我们节假日都没怎么休假。”孙月亮表
示，1至 5月份，公司销售收入高达 9.1亿元。

“智造”加持，年度业绩冲刺20亿元

“新基建的红利还在释放，这是一个新战场，
为追赶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全国各地肯定会扩大
投资，依托重大项目拉动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们的
机会。”孙月亮表示。

企业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红利的释放，而“智
造”帮了企业大忙。

6月 19日，汉德齿轮的热处理车间正在进行压
淬工序，喷出火焰的位置温度达到近 850度，由不
怕热、不怕烫的机械手臂来抓取、放入物料，而以
前这样一个过程，都需要人工用铁钩来夹取。

而在汉德车桥圆柱齿轮分厂精锻车间内，抓
取毛坯、调整姿态、送入车床、精确加工，然后清洁
冲洗……机械手灵活自如地工作，整个流程下来
只用了不到 2分钟。

“以前用的是数控车床，1个人只能盯着 2台设
备，现在公司大力提倡智能化，安装了智能生产线
后，1个人可以看 6台设备，效率是原来的 3倍。”现
场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在各个车间里看到，这个 4.3万平方米的
厂房里“机比人多”：产品生产环节，采用数字化设
备，全程监测设备运行、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物
流环节，采用数字化管理，实现销售、订单、供应链
全程闭合管理。

就在不久前，汉德车桥又添了 4 条智能生产
线，至此，这个企业车间的自动化生产占比达到
70%。

“在‘智造’的加持之下，如今车间的日产量早
已破万。”孙月亮告诉记者，“今年公司预定的目标
是销售额达到 18.8亿元，我们有信心达到 20亿元，
超额完成任务。”

汉德车桥车间内，人机均繁忙。
易蓉/摄

今年前5个月产销
同比增长79.9%

东立智能：
苦练“内功”，
跑出“加速度”

株洲日报记者 刘芳

6 月 19 日，在天元区海纳川株洲零部件产业园
内，湖南东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立智能”）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马力全开。

这是一家主要生产汽车空调热交换器零部件的
企业，去年从东莞来到株洲。今年，东立智能 1至 5月
已完成了 1100多万元订单，同比增长 79.9%。

年后疫情大考，东立智能是如何做到订单不降
反增？该企业董事长焦韶勇表示，这一切与企业持续
苦练内功密不可分。

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冲压、清洗、包装、出货……上午 10时，记者走进
东立智能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的画
面：几十名工人正紧张工作，停在厂房外的运输车辆
繁忙有序地运载。

“疫情爆发后，还担心公司没有业务，会因此失
业，谁知道复工后活干不完。”田真是一名生产普工，
公司 2 月 10 日复工后，她恢复正常上班，为了赶订
单，保障生产供应，时不时需要加班。

冲洗组组长杨志强是田真的爱人。他说，从复工
到现在，休息的日子一双手可以数得过来，加班是常
态。“虽然忙，但是日子过得充实，一个月，多的时候
能有 5500元的收入。”杨志强说，“忙就表示咱企业发
展形势好，工人工资也高，这是值得骄傲的事。”

“抢时间”，不仅是生产一线的状态。早在 2 月 2
日，公司原计划开工的时间被推迟，焦韶勇意识到疫
情的严重，安排住在公司附近的 5名工程师，把电脑
搬回家画图设计，抢先开工。“做企业的要未雨绸缪，
把事情做在前面。”焦韶勇说，正是由于我们抢先“苏
醒”，才能及时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在东立智能的车
间里，“奏出”了复工复产春之声。

“复工以来，公司及其运作未停歇，生产一片繁
忙。我们在一系列防疫措施的保障下，每天安排员工
轮流上岗，投入生产赶订单。”焦韶勇说，现在生产还
有缺口，急需招募一批工人。

“苦心修炼”，订单纷至沓来

东立智能之所以订单纷至沓来，实现逆势上扬，
离不开企业的“苦心修炼”。

“经过 10多年的潜心研究，我们已经拥有能与客
户保持同步开发的能力。”焦韶勇说，当客户开发一
款新产品时，我们能为客户同步思考，该用什么样的
模具、用什么样的结构方便通用，用什么样的结构能
提升产品性能、合格率。

焦韶勇进一步解释道，换而言之，东立智能就是
为汽车商客户研发设计热交换器这个核心部件，主
动帮客户提升产品的制冷效果、速度、能效比，以及
客户在后期装配过程中，减少废品，提高效率。

“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
内生动力。”焦韶勇说，“早在客户在开发新产品的时
候，我们就拿到了很多产品前期订单信息，并逐步转
化为产品订单。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也能够跟上节
奏。”

此外，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公司内部还提出
“轻管理、重执行，轻流程、重交付，轻态度、重结果”
理念。

“疫情爆发后，客户的需求也在变化，要不就没
有订单，有订单的话又是急单。”焦韶勇说，这就是考
验团队快速反应和执行能力，“忌过度管理，重执行，
能为客户解决问题才是生存之本。”

苦练内功，往往能赢得先机。如今，东立智能已
是比亚迪、南方英特、富奥翰昂、上海空调国际等企
业的合作伙伴。

“公司去年产值达 2200万元，今年预计全年将实
现 4000 万元。”焦韶勇介绍，“今年 1-5 月，业绩在逐
月增长，即使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二三月份，公司
每月的订单也有近 200万元。”他相信，随着下半年旺
季的到来，企业会迎来再一次爆发。

东立智能生产车间内，
工人们正忙着赶订单。

刘芳 摄

“换装”中的 AGV 小车。高晓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