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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当下，制造

业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原材料价

格波动、技术迭代加速、国际市场壁

垒高筑……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面

临前所未有的挤压。然而，危局中总

有勇者突围——他们或是通过“工业

互联网+”实现“一部手机管工厂”的

数字化跃升，或是锚定专精特新赛道

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更有企业家借助

侨乡优势，将海外资源转化为本土创

新动能。

当前，国家政策的“及时雨”正精

准落地，江门市也以“政策组合拳”激

活一池春水，整座城市以“链式思维”

构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崛起”

的双轮格局。即日起，本报开设“江

门制造微光录”专栏，聚焦江门中小

企业的“生存智慧”。让我们在困境

中见证韧性生长，于变局中捕捉转型

先机，为更多企业照亮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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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徽媳妇到“新会霞姐”
任霞用30年匠心炼就“黄金香”

在广东新会陈皮村，有一位操着安徽口音的“霞姐”——任霞。30年前，她从安徽

远嫁至此，“别人说外省人做不好陈皮，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如今，她创立的“新会霞

姐”品牌获得大奖，并亮相央视纪录片《道地陈皮》中。任霞用30年时间诠释了匠心的

力量，这不仅是一个本土品牌的崛起，也是江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之一。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傅雅蓉

从田间到更大舞
台的逆袭

18岁那年，任霞从安徽界首
嫁到江门新会古井镇。初来乍

到，她发现当地陈皮产业“重种植轻
加工”，传统工艺面临失传。“别人说外

省人做不好陈皮，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
她回忆道。

1997 年，任霞开始尝试用自家鸡蛋
和陈皮研制皮蛋。“连续三年，每天一大早
起床试配方。”她卷起袖子展示粗糙的双
手，“为了保留陈皮的香气，我们用传统草
木灰腌制，前后调整了200多次。”最终，
她独创的“陈皮皮蛋”凭借晶莹溏心和陈
皮清香，成为新会区政府机关食堂指定产

品，并远销日本、新加坡。
2014年，任霞创立

“新会霞姐”品牌，并创立
了新会传诚陈皮

有限公司，
在 古

井镇建立300亩有机柑园。她坚持“三不
原则”：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烘干。“我们
用花生麸和蚕沙做肥料，人工除草，虽然成
本高，但能保留新会陈皮的地道风味。”任
霞介绍道。在制作工艺上，她传承“正三
刀”开皮法，每片陈皮都需经过3年以上自
然陈化。“每年6月和12月，我们都会把陈
皮搬到晒场，晴天晒足3小时，雨天就用风
扇吹干。”她指着晒场上的竹匾说，“这是老
祖宗传下来的‘看天吃饭’，急不得。”

创业初期，任霞曾遭遇新会柑滞销。
“2016 年，台风‘海马’摧毁了 80%的柑
树，损失超百万元。”她咬牙将新会柑采摘
后制作成陈皮全部捐赠给当地医院，“与
其烂在地里，不如做件善事。”这份坚持最
终换来回报。2018年，她的陈皮获得中
国国际茶业博览会质量金奖；2020年疫
情期间，她与经销商捐赠30万盒陈皮支
援抗疫，央视《生活总动员》专题报道其事
迹。如今，“新会霞姐”已成为陈皮村最火
的旅游名片之一，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
元，其中电商渠道贡献超40%。

通过电商平台打响品牌
2019 年，任霞发

现传统销售模式受限，
决 定 进 军 电

商。她联

合山田设计集团升级品牌形象，推出 IP
徽章、国潮包装，并在淘宝、抖音开设旗舰
店。“我们用‘四断法’教消费者辨别真假
陈皮：一看油室，二闻陈香，三摸质地，四
尝回甘。”任霞在直播间演示，“现在每天
有3000多人看我直播。”她透露，目前抖
音账号粉丝已超14万，单场直播最高销
售额突破50万元。

多年来，任霞不断拓展产品线，推出
“自柑成茗”系列茶品，将新会柑与普洱茶
结合；开发陈皮月饼、陈皮花生等零食，年
销量超200万盒。“年轻人喜欢方便，我们
就把陈皮切丝、磨粉，装进小罐子里。”她
拿起一罐陈皮丝说，“现在连奶茶店都来
找我们定制陈皮原料。”

在深加工领域，她也正计划与科研机
构合作研发陈皮口服液，针对晕车、肠胃
不适等场景，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我们希望将陈皮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开
发，让传统食材走向现代健康市场。”

一直以来，任霞深谙文化营销的重要
性。她参与央视《道地陈皮》纪录片拍摄，
在抖音发布“陈皮制作工艺”短视频，单条
播放量超500万。“新会陈皮有800年历
史……”她在直播间娓娓道来，“我们要让
全世界知道，这片‘黄金’背后的匠心。”

任霞告诉记者，目前的成绩对她来说
并不是终点，未来将重点布局三大方向：
开发陈皮口服液、陈皮面膜等健康美容产
品；在东南亚设立仓储中心，将陈皮纳入

“一带一路”健康食品；建立陈皮溯
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

种植、陈化全过程。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坐标系中，
江门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凭借对创新的执着
追求、对品质的严苛把控以及对市场变化
的敏锐洞察，在竞争激烈的餐具行业中脱
颖而出，成为江门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生动
注脚。

从硅胶复合材料的研发突破，到直面
关税战的逆势增长，这家企业用10余年时
间完成了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品牌输出的华
丽转身，产品占据全球硅胶复合餐具市场
的70%份额，成为“中国智造”出海的典范
样本。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近周庆兵和他的
企业——江门市众鑫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探寻“周氏智造”背后的故事。

创新“黏合”攻克行业难题
硅胶是一种耐高温的新型环保材料，

被应用于众多食品级产品，比如保温杯、小
孩奶瓶的奶嘴等。然而，要将硅胶与金属、
陶瓷、木等异质材料的界面牢固黏合，却是
一件不易做到的事情，这里面隐藏着巨大
的技术挑战。

周庆兵现任江门市江西九江商会会
长，是江门市众鑫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江门
市新会区众鑫五金硅胶制品厂的缔造者。
早在1999年，周庆兵就投身硅胶行业，从
在广州打工的基层员工，到港资大企业的
主管，再到来江门担任技术厂长，他一步一
个脚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2年，怀揣
着创业梦想的他，带着1万元踏上了自主创
业之路。

当时，硅胶行业虽已发展多年，但在与
异质材料黏合的“二合一”生产技术上尚不
成熟，难以实现量产。周庆兵敏锐地察觉
到了这一领域的潜力，决心攻克这一道难
关。

为了解决硅胶与其他材料黏合不紧的
问题，周庆兵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
究。他凭借自己多年的技术积累，从黏合
物质的配方和工艺两方面入手，不断尝试、
反复试验，终于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坚持，

他成功开发
出了独特的“二合
一”技术，实现了硅胶与
不锈钢等其他材质的完美结
合。这项技术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
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周庆兵迅
速为该技术申请了专利，为企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父爱驱动 打造放心产品
周庆兵开发“二合一”技术，既是基于

对市场的敏锐洞察，也源于深沉的父爱。
2012年，他的女儿出生。当女儿开始学吃
饭时，身为餐具行业从业者的周庆兵，却在
市场上找不到一款让他完全放心的硅胶儿
童餐具。

“我很清楚，塑料餐具不耐高温，100℃
的开水一烫就变软，还可能会释放有害物
质。一些仿瓷产品同样存在不耐高温的问
题，长期使用对儿童发育有害。”出于对女
儿健康的担忧，周庆兵决定为女儿打造安
全、放心的儿童餐具。

为了开发这样的产品，周庆兵不计成
本。经过精心设计和反复打磨，产品终于
问世。他将这款凝聚着父爱的硅胶儿童餐
具送给了从事外贸工作的朋友使用，并得
到非常好的反馈。这款凝结父爱的产品，
意外成为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支点。经过
深思熟虑，周庆兵决定以该产品为核心打
造自己的“周先生”品牌。

就这样，以“放心、安全”为理念的“周
先生”系列餐具诞生了。随着新品的不断
开发，如今部分产品已经升级到第二代。
凭借着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设计，这些产
品赢得市场高度认可。

市场博弈“危”中寻“机”
在全球市场的大舞台上，周庆兵的企

业主
要 将 目 光
投向了美国市场，
其产品约 90%销往美
国。有高品质和创新设计傍身
的“周先生”，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然而，国内市场对其产品的认
知却相对滞后。

以一款儿童餐盘为例，这款产品的批
量出厂价超过20元人民币，在美国终端的
销售价约为29美元，而国内采购商却提出
以10元人民币的单价采购。巨大的报价
差距反映出国内一些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
的认知不足。

2018年，全球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传统
外贸代工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得非常厉
害。周庆兵的企业却凭借自有品牌定价
权，在这场风暴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化“危”
为“机”，实现逆周期增长。特别是今年以
来，国际大牌产品价格因关税升级大幅上
涨，美国消费者购买意愿骤然下降，而“周
先生”这样的小众品牌由于自产自销，有足
够的利润空间去消弭关税带来的影响，因
此在加征关税后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性价
比，销量不降反升。

如今，周庆兵“二合一”式“硅胶+”餐
具，已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

扎根江门 看好未来前景
经过多年的打拼，如今周庆兵在江门、

潮州、云浮等地都建有工厂，企业规模不断
扩大，创业以来利润一直在往上走。同时，

他始终坚
持创新，为企业
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至今，其企业掌握
的相关专利已多达40项。

江门，这座充满包容与活力的城市，
为周庆兵的企业提供了肥沃的发展土壤。
他动情地告诉记者：“江门的营商环境十分
优越，竞争压力没有北上广深那么大，在这
里创业能让人安安稳稳地发展，江门给予
了企业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

凭借对江门的良好印象，周庆兵斥资
在新会智造产业园凤山湖园区购置了厂
房。该园区以前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很
多朋友都为他的决定捏一把汗，担心项目

“黄了”。周庆兵却对这里充满信心：“凤山
湖园区作为江门档次最高的工业区之一，
要求入驻企业具备高、特、新等属性，且不
能有污染。我相信，在这样优质的园区环
境中，企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我将自己全部的身家投在这里，希望
能与园区共同成长，创造更加辉煌的未
来。”周庆兵对园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文/曹乃付 凌雪敏 图/郭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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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杰技术坚持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国产数控机床装上“智慧大脑”
在广东科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杰

技术”）的产品展厅，一台

JTDR-550五轴加工中心

设备正在高速运行。从一

次装夹到铣削、钻孔、攻牙、

清角、抛磨，各项复合加工

操作一气呵成。“这台设备

能如此精准操作，是因为搭

载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控

系统。”科杰技术销售部副

总监刘春生介绍，该系统集

成了刀尖跟随、自适应补

偿、运动学校正、在机测量

等先进功能，确保每一道工

序都精准可控。

数控系统被称为数控

机床的“大脑”。长久以来，

先进的数控系统一直掌握

在外国企业手中。用中国

“大脑”装备中国制造，成为

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追

求和目标。科杰技术历经

多年的攻坚，最终突破了国

际技术壁垒，开发出国产数

控系统及相关算法，让曾经

的“笨重铁汉”变身“巧手工

匠”。据悉，目前，该企业自

主研发的数控系统已实现

产业化应用7万台（套），逐

步替代进口品牌，实现了行

业真正意义的数控系统“国

产替代”。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倩婷

中国数控行业经过数十年的高
速发展，虽然已崛起了一批龙头企
业，但许多中小企业依然被“锁死”在
低端机床领域。这一切的背后，都源
于数控系统及关键部件技术，被控制
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手中。

“过去，国内数控系统十分依赖
进口，而国外供应商对中国数控机床
行业所购置的数控系统，多采用行业
限制，禁售核心功能，这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国产数控装备的向上突
破。”刘春生说。

受制于落后数控系统，早期国内
数控机床功能相对单一，仅能实现基
础加工操作。刘春生举例说，在来料
检测环节，由于缺乏视觉识别与触觉
感知技术，设备无法自动筛查剔除存
在尺寸偏差、表面瑕疵等缺陷的原材
料，因此导致不合格的原料也进入了
加工环节，直接推高了不良品率。

为打破国际技术垄断，2007年，
科杰技术立项自主研发数控系统及
相关算法。其间，研发团队深入了解
客户应用场景和加工工艺需求，结合
多年的行业经验和技术积累，针对数
控系统的人机交互、控制逻辑等各环
节逐一攻破。2008年，该企业面向市
场推出了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并实
现了在工业场合批量应用，逐步替代
了进口品牌。

依托这一技术突破，科杰技术迅
速抓住消费电子产品在中国大批量
生产制造需求增长的机会，成为富士
康、比亚迪、蓝思科技、立讯精密等行
业龙头企业的设备供应商，获得苹
果、华为、OPPO/vivo等终端产品客
户的认可和信赖。

周庆兵展示周庆兵展示““周周
先生先生””系列餐具系列餐具。。

▶任霞用“四
断法”教消费者辨
别真假陈皮。

▲科杰技术自
主开发数控系统，
提高数控机床的加
工精度和效率。

在重庆某制鞋工厂，科杰技术自主研发
的五轴加工中心设备，正颠覆传统制鞋工
艺。该设备凭借先进的五轴联动加工模式，
实现鞋底注塑成型、压平打磨、花纹精雕、铝
膜打包等全流程一体化作业。设备搭载的
3D视觉系统可实时与设计图进行数据比对，
精准把控生产细节，使得产品良品率从78%
提高至98%。

据介绍，科杰技术启动五轴联动加工功
能研究项目，目前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完成了
旋转刀具中心点控制、五轴加工刀具半径补
偿、五轴联动误差因素分析等五轴机床的关
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工作。该项目获得
了江门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为抢抓AI风口，科杰技
术还在下一步的产品规
划中融入AI技术。据
透露，科杰技术与清
华大学合作研发数
控系统自适应功
能，这将赋予机床
更强大的“学习能
力”：面对易变形
的精密零件，机床
能通过AI算法自
主调整加工策略，
真正实现从“机械
臂”到“智能中枢”的
蜕变。

据悉，科杰技术研发
人员超150人，占总人数的
20%，获得专利247项，其中发明
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0多项，构筑起
强大的“技术护城河”。

在科研团队的努力下，科杰技术自主研
发的数控系统不断迭代，如今已有多项性能
大大优于进口系统，越来越多国内外企业开
始关注并选择科杰技术。目前，该企业设备
主要销往国内、东南亚及欧洲等地，产品广泛
应用于精密模具、消费电子零件加工、新能源
汽车零件加工等行业。

当企业成为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与阅
卷人，产业升级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
从打破垄断到引领变革，科杰技术的奋
斗史，正是中国制造迈向智造的生动
缩影。

江门市智能装备及机器人协会常务副会长冯旭初：

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在数控机床领域，科杰技术无疑是行
业变革的先锋力量。凭借精耕细作的工匠
精神与永不停息的创新追求，科杰技术在
高速数控雕铣机、高光机等细分赛道上脱

颖而出，成为行业领军企业。长期以来，
国内机床行业面临着关键部件依赖

外购的困境，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而科杰技术以硬核实力

打破这一局面。企业全力
投入研发，实现了数控系
统、转台、刀库等核心部
件的自主研发与生产，
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
空白，更重塑了行业
竞争格局，推动中国
数控机床行业实现

从“组装者”到“创造者”的质的飞跃。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加速向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智慧工厂已
然成为行业变革的关键引
擎。科杰技术的创新探
索，无疑为智慧工厂建
设 提 供 了 鲜 活 范
本，也为行业数
字化转型注入
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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