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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 抱团出海

距离“2024中国·高阳家纺·优品汇”8

月9日的开幕时间越来越近，当地纺织企

业正积极准备展品，邀约国内外重点客户。

在河北柏立信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工人通过电子屏幕操控数字设备，赶

制一批美国订单。总经理刘红告诉记者，

该公司产品90%以上出口，合作方包括麦

德龙、无印良品、迪士尼、家乐福等，并通过

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出口，去年总出口

额1.6亿元。为了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该

公司在杭州建立研发团队，吸引优秀人才，

提升设计水平。

记者了解到，纺织业是高阳县富民增

收的重要产业，全国每生产3条毛巾，就有

1条出自高阳。该县拥有纺织生产企业

4200余家，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579亿

元，税收2.69亿元，占全县税收总额的比重

约40%。目前，全县具备出口资质的企业

达427家，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纺织产业出口额22.4亿元。

纺织服装产业也是晋州市重点打造的

产业集群，当地拥有纱锭213万枚、织机

1.95万台，涉及纺纱、浆纱、织布、印染、服

装、制帽、毛巾等行业。7月14日，河北·晋

州第十届围裙展销会开幕，近百个参展商

带来了各类围裙精品、优品上千款。作为

纺织服装产业的一个细分领域，晋州市围

裙产业年产值8亿元，不仅销往全国各地，

还出口到东南亚等国家，占全国同类产品

市场份额的80%左右。

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程度高和对外

依存度较大的产业，也是河北省传统优势

行业。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让

不少纺织企业面临订单流失、利润空间一

再被挤压的情况。

石家庄海关数据显示，在全省外贸进

出口总值持续保持增长的情况下，纺织服

装在去年出口344.7亿元，同比下降3.2%；

今年1-5月，纺织服装出口116.5亿元，同

比下降11.4%。

为促进出口，高阳纺织企业积极参加

纽约、法兰克福等地的各类国际展会，并积

极邀请日、韩、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及

中东、非洲等国外客商到访高阳。

在今年5月举办的广交会上，“晋州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首次作为一个集体参展，

9家企业抱团出海，合力寻新机、拓市场，接

待客户460余家，初步达成意向订单1300

万美元。

同样在广交会上，河北省纺织品进出

口股份有限公司和阿根廷采购团达成了初

步合作意向。该公司营销总监刘璟祎介

绍，他们主营家用纺织品，力求把每个单品

做到“小而美”“专且精”。公司创新研发，

在尼龙中加入氨纶，使得纱线吸放热的特

性更趋稳定，做出了抗起球、抗勾丝、价格

更低的凉感被，受到海外客户欢迎。

“智造”升级 数字提效

7月18日，记者走进位于石家庄正定

县的常山北明恒盛纺织分公司，智能化气

息扑面而来，数万平方米的纺纱车间全部

采用电子控制，很少看到工人的身影。

传统纺织的出路在数字化改造。该公

司对纺织板块进行了自动化改造，通过信息

化手段提升管理的规范性和及时性。经过

多次测试，他们把主要生产设备完成了数据

的机联网采集，并在系统中自动根据设备、

班别统计产量，减少了抄表人员的工作量。

“现在当班产量、开台效率一目了然，

根据布面疵点就可以追溯到纱线问题的源

头。以前的人工记录变成了现在的机打票

单，而且每个单据上都有唯一的条形码，既

快捷又准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俗话说“千人纱，万人布”，作为传统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行业一直是用工大

户。常山北明纺织板块负责人邓中斌告诉

记者，公司的前身是常山纺织，20世纪90

年代初旗下包括7个国营大厂，号称“十万

纺织大军”。之后随着纺织产业技术快速

迭代，淘汰落后产能，纺织设备自动化水平

持续提升。比如准备车间的自动穿筘环

节，现在一个人干的活儿可以顶过去20个

人，而且准确率更高。

“我们现在纺织板块总共只有1700多

人，每万锭用工数从过去的100人减少到现

在的35人左右。”邓中斌介绍，该公司还从

管理上要效益，在考核体系、节能降耗上进

行改革，压缩非生产性人员，从员工“要我

干”向“我要干”转变，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河北宏润新型面料有限公司无纺布

生产现场，高大宽敞的钢架结构厂房中，一

条70余米长的现代化、智能化生产线映入

眼帘。伴随着机器运转发出的“隆隆”声，

纤维在经过开清、梳理、水刺、烘干、卷绕等

工序处理后，变成一卷卷水刺非织造无纺

布，整个生产流程全部自动化。

河北宏润副总经理李春苗介绍：“这是

公司新上的设备，生产的高端水刺非织造无

纺布没有传统的织造过程，是将纤维原

料梳理后，由高压微细水流刺结而成。

生产线依托5G、大数据、物联

网、3D数字建模等技术，

实现了订单、工艺、质量、

设备、能耗等的一体

化和可视化管理，年

生产能力是普通生

产线的3倍。”

记者了解到，高

阳县打造了柏立信、

图强、圣翔、宏润 4

个企业数字化改造

标杆，带动集群整体转型提

升。该县通过引入ERP等高

效便捷的业务信息系统，打通

设备、系统、人员间的信息壁垒，

从接单到生产到检验再到交付，

人均日产水平从1100元提高到

1300元，生产效率提升20%，运

营成本降低15%，产品升级周期

缩短12%，产品不良品率降低7%

以上，单位产值能耗降低4%。

从“经验主义”到“数字智造”，数

字化转型让传统纺织业脱胎换骨，实

现了对生产设备运行状态的全程监

控，提高了企业运转效率和企业间协同效率，

也降低了原料采购成本，拓宽了销售渠道。

聚焦需求 求新求变

“我们8月底将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中

国国际纺织面料博览会，租用的展位达到

120平方米，重点展示石墨烯的制备过程，

以及石墨烯纤维纱线、坯布，还有用石墨烯

纤维做成的衬衣、内衣、工装、床品、袜子、

家居服、户外服装等，并展示国家权威机构

的检测报告。”邓中斌告诉记者。

在纺织品的品类和设计上，创新是永恒

的主题。优秀企业可以通过研发新颖的面

料、独特的图案和时尚的设计，满足消费者

对个性化的需求，从而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常山北明曾是中国棉纺织行业排头兵

企业，以前生产的府绸、纱卡系列坯布被称

为“万能印染坯布”，享有业内“南纱北布”

之“北布”美誉。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正在多方

寻求合作，积极引进优秀人才，持续增加研

发投入，在产品功能上不断创新。”邓中斌

说，现在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

石墨烯纤维可以抑菌、抑螨，功效达98%，并

有自发热、防辐射、防静电的特性，还能释放

负离子，用它做成床品，睡觉就像躺在小树

林里一样感觉空气清新。目前，该公司的石

墨烯纤维产品已经形成全系列，其独特功效

有望被越来越多消费者体验。

另外，常山北明恒盛纺织分公司还通

过攻关，解决了木棉纤维纺纱难度大的难

题。木棉纤维不吸水，能抑制厌氧菌，保暖

性也非常好，目前该公司产品已经进入优

衣库、无印良品等日本品牌的供应端，实现

了批量生产。

当前正是无纺布生产的淡季，而河北

宏润新型面料有限公司的两条生产线一直

在满负荷运转。

李春苗介绍，该公司2004年成立后一

直以棉纺织为主，30万锭的规模，在省内名

列前茅。由于近年来棉纺常规品种很难卖

上价格，利润又薄，就又新上了无纺布项目，

去年两条生产线试生产，今年正式生产。

距离高阳40多公里的保定市满城区

是我国最大的生活用纸产业集中区，当地

企业近年来纷纷新上了湿巾、卫生巾、安睡

裤、成人纸尿裤等产线，恰好是无纺布的下

游，河北宏润的产线投产后订单纷至沓来。

“无纺布产品替代部分纺织用品，引领

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让人们享受到更安

全、舒适、健康的生活。由于订单充足，我

们打算再上一条无纺布生产线，设备合同

已经签署，下半年可以安装、投产。”李春苗

说，近两年高阳的毛巾产业升级，对高品质

棉纱线需求也在增加，也带动了该公司相

关产品销售转好。

告别简单复制，才能不受制于人；提高

产品附加值，才不至于在价值链低端徘徊

不前。面对多变的市场环境，河北越来越

多纺织企业正在酝酿求变、升级。

□本报记者 烟成群

在外需走弱、国内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出口“老三样”之一的纺织行
业利润空间一再被挤压。

面临压力，河北多家棉纺企业主动求变，聚焦消费需求，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探索有效突围路径。

“我看您所擅长的领域和我们企业的需

求非常匹配。”7月20日，河北英凯模金属网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文义看到燕山大学

胡淇伟博士的研究领域后，迫不及待地与他

聊了起来。

当日，“智兴燕赵”河北省高层次人才服

务行·走进衡水活动在衡水科技谷举行。活

动邀请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化工

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燕山

大学等13家京津冀高校和科研院所25名高

层次人才与衡水市31家企业开展技术项目

对接与合作洽谈。

河北英凯模金属网有限公司在衡水安

平，主要生产五金网类及其他系列制品，公

司65%的产品出口欧美市场。

“之前我们主要以人工为主对产品进行

检测，费时费力。欧美市场对产品要求非常

高，为了适应发展，公司目前已经建成了数

字化车间，下一步想做智能工厂，想请您给

公司在产品工艺和数字化方面做进一步的

提升。”一落座刘文义就把自己的想法提了

出来。

“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可

以到企业去看看，结合企业实际出一套可行

的方案……”胡淇伟如是说。

“感觉这个活动挺好的，之前我们都是

自己和企业联系，范围受限。这次政府来搭

桥，我们学校也想通过这次机会不断拓展和

衡水的企业联系。”聊起来此次参加活动的

感受，胡淇伟说道。

省人社厅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主

任孙朝华说，活动主要是聚焦衡水市“3+2”

市域主导产业和“9+5”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通过技术项目对

接与合作洽谈、合作项目签约、项目路演、高

层次人才交流活动、专家实地考察与技术指

导等方式进行，共征集技术难题和项目需求

189项，重点筛选31项现场对接京津冀高层

次人才和优秀衡水学子。

经过充分对接，“水酶法制备核桃油关

键工艺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研究”“智能检测

传感器用材料开发”“黑杏果酒功能性饮料

研发项目”等12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并当

场签约。

饶阳县衡健无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

省农林科学院签约了“桃‘三增三控一适’内

在品质提高技术”项目的合作意向。

“合作社有104户社员，2022年与省农

林科学院进行合作，专家们在果树种植技术

指导上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希望今后的合作

中在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给我们更多指

导。”饶阳县衡健无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理艾建立欣喜地说。

“在省农林科学院的指导下，我们建了5

亩新品种示范园，主要有美葆、美锦、美阳等

品种的桃子，现在已经结果儿了，明年就会

大量的结果儿。这样合作社的社员可以根

据结果儿的桃子进行选种种植。今年又建

了50亩桃园，可是在树开花的时候我们总

掌控不好温度，出现了桃子不结果儿的情

况。”艾建立有些着急。

听了艾建立遇到的困惑，省农林科学院

石家庄市果树研究所研究员王越辉告诉艾

建立，桃树在开花的时候，大棚的温度最高

不能超过24℃，而且不能忽高忽低，每天要

保持增加温度控制在0.5℃以内……

听了王越辉的解答，艾建立紧锁的眉头

舒展开来。

技术对接现场专家与企业围坐一堂，企

业提疑惑、专家来解答，很是热烈，不知不觉

中时间已到了中午时分，大家意犹未尽。

近年来，衡水市加快推进人才技能强市

建设，实施衡水学子回归计划，研究制定“才

聚湖城人才计划”，申办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工作站，开展“创新成果进衡水”“京津冀专

家周末河北行”等活动。日前“衡水引才新

十四条”发布，对进一步加快推进人才技能

强市建设，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优化人才发

展环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去年近2万名高校毕业生返衡

就业创业，同比增长10.4%；柔引院士达到

10名，同比增长25%，为衡水市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智力支撑。

“这次活动促进衡水市人才链创新链产

业链深度对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活动成果，对签约双方

持续跟进，确保项目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衡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伟说。

政府当“红娘”产才结“良缘”
——“智兴燕赵”河北省高层次人才服务行走进衡水

□本报记者 李丽钧

本报讯（记者烟成群）日前，河北六青

菌业有限公司生产的41.6吨香菇菌棒在

韩国通关。这是秦皇岛香菇菌棒首次出

口，丰富了农产品出口种类，为乡村振兴

增添了新动能。

六青菌业总经理丁佳伟介绍：“这是

我们第一次做出口业务，在北戴河海关的

支持下，及时完成了出境种苗花卉生产经

营企业注册登记，顺利实现首次出口。”

香菇菌棒是以木屑、麸皮等为主要原

料做基质，接种菌丝培育后冷藏运输至国

外，实现“国内发菌、国外出菇”，鲜菇就地

上市，具有易储存、可保鲜、耐运输等优

点，在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深受欢迎。

香菇产业是青龙满族自治县的重点

项目，石家庄海关所属北戴河海关在产业

调研中，深入了解企业生产规划和出口诉

求，整合海关技术力量组建植物检疫专家

团队，上门开展政策和技术帮扶，从繁殖

材料、培育环境、产品质量、加工工艺等方

面悉心指导，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自检自控体系，完善产品追溯

机制，顺利取得菌棒出口资质。

夏季，高温环境对出口菌棒的通关效

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北戴河海关根据出

口菌棒的产品性质，优化进出口鲜活易腐

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提前预约、优

先查验、快速出证，一站式申报、查检、签

证，实现出口菌棒的随报随检。

秦皇岛香菇菌棒首次出口
国内发菌 国外出菇

本报讯（通讯员郑璐）近日，人保财险

河北邢台临城支公司签订政策性农房保

险合作协议，为全县49077万户农房提

供了46.6 亿元风险保障，实现连续第8

年承保该项目。

据悉，政策性农房保险为农户提供房

屋、室内财产、因灾死亡赔偿保障，有效防

止农户“因灾返贫”“因灾致贫”，是提升农

村居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一项惠民工

程，有助于拓宽政府灾害救助渠道，提升

灾害救助水平。

下一步，该公司将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充分发挥农房保险为民惠民的保障作

用，为农户提供更便捷、更暖心、更多元的

保险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张旭）近日，平安人寿

保定中心支公司完成一笔200万元的重

疾赔付，高额的赔付款为患儿后续治疗及

其家庭未来带去了希望。

据悉，被保人四岁的儿子高烧不退并

伴有双下肢疼痛，到医院检查确诊为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公司接到报案以后，即

刻安排工作人员到医院进行探视，了解孩

子病情，指导报案人收集相关理赔资料。

最终，经公司审核，该案件符合条款所约

定的保险责任，第一时间赔付重疾保险金

200万元。

据统计，2024年上半年，平安人寿保

定中心支公司理赔件数为14154件，赔付

各类保险金达10175.2万元，该笔200万

元赔付案件也成为保定中心支公司上半

年的最高重疾赔付案例。

人 保 财 险 连 续 8 年
承保临城政策性农房保险

平安人寿保定中心支公司
完成一笔200万元重疾赔付

从织造到从织造到““智智””造造
一块布织出产业新图景一块布织出产业新图景

常山北明恒盛纺织分公司石墨烯纤维实现量产常山北明恒盛纺织分公司石墨烯纤维实现量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烟成群烟成群 摄摄

◀河北柏立信家

纺股份有限公司广交

会展台。

▼常山北明纺织

板块负责人邓中斌

（左一）了解新产品研

发情况。

河北柏立信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毛巾生产车间河北柏立信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毛巾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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