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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装备制造业

——— 访河南伟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保昌

本报记者 张 蕊

曾经，机械制造业是我市的传统

产业，矿山、群英、液压……一个个耳

熟能详的品牌叫响全国；如今，先进

装备制造业是我市六大战略支撑产

业之一，厦工、中轴、中内配……成为

我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

河南伟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犹

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在我市先进

装备制造业中迅速崛起，成为全国煤

矿综采液压支架核心部件制造业的

翘楚。 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本报的高

度关注，记者近日对河南伟彤董事长

职保昌进行了采访。

“做企业不必求大求全 ，只要专

注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集中智力、

精力、财力、人力于一点，占领某一产

业的制高点，也就体现了这个企业的

价值所在。 ”职保昌沉思良久后，这样

表述对企业发展的感悟。

职保昌于

1995

年从我市一家国

有企业下海，创建了钢材经营公司。

经过

10

年苦心经营 ，他成功打造了

享誉豫北地区的综合性钢铁贸易公

司。 在多年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

职保昌敏锐地捕捉到了煤矿综采液

压支架行业的巨大市场潜力 。 他认

为， 国内煤矿综采液压支架核心部

件领域一直缺乏高技术 、 上规模的

引领企业， 而焦作在机械装备制造

产业方面具有技术、人才、产业等诸

多优势， 从钢铁贸易向先进装备制

造业转型发展应该具有广阔的空

间。

2006

年，职保昌经过多方考察论

证， 毅然组建了河南伟彤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

2.3

亿元建设煤矿综

采液压支架结构件核心部件生产项

目，向先进装备制造业进军。

谈及当初对企业的定位 ， 职保

昌至今依然充满了豪情：“既然做就

要做全国行业第一。 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 河南伟彤始终坚持用尖端设

备生产优质产品的理念， 引进多套

大型数控切割机、万能机器人、煤机

数控镗铣床 、

1000

吨开式压力机等

国内领先的大型专用设备 ， 建成了

数控下料生产线、 数控卷板开平生

产线、机器人打坡口生产线、数控机

加工生产线等多条生产线 ， 并邀请

聘用国内煤机行业的顶尖技术人员

前来指导， 使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和制造能力处于目前国内煤矿综采

液压支架结构件生产行业领先地

位。 ”

职保昌认为 ，

21

世纪的竞争就

是人才的竞争。 在构成企业的三要

素 “人 、财 、物 ”中 ，企业经营始于人

也终于人。 河南伟彤设备先进，产品

工艺复杂， 对人才技术条件要求很

高。 为了招聘、引进所需人才，河南

伟彤在社会上广泛寻访挖掘 ， 迅速

聚集了一批有煤机行业企业管理经

验、 懂得煤机制造专业技术知识的

专业技术人才。 由于专业化程度高、

技术力量雄厚， 河南伟彤生产的煤

矿综采液压支架核心部件等产品一

经推向市场， 立即赢得了众多国内

煤机制造企业的青睐。 多家大型煤

机制造企业， 纷纷派出考察团到企

业现场考察， 并与河南伟彤签订了

长期供销合同， 逐步建立了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河南伟彤很快站在了

国内煤机制造行业的发展最前沿。

在液压支架结构件生产达产达

效后， 河南伟彤紧盯国家机械制造

业实现产业转型和跨越提升所带来

的战略机遇 ， 于去年

4

月份投资

5800

万元，建设年生产能力

6000

吨

的煤矿液压支架液压缸项目 ， 具备

了生产直径

320mm

至

500mm

液压

缸的生产能力。 目前，国内具有这种

生产能力的主机厂配套企业只有两

家。 项目投产后，河南伟彤的产品增

加了、 市场扩大了、 竞争能力更强

了 ，三一重工 、北方重工 、枣煤集团

等大型企业都成为河南伟彤的铁杆

客户。

展望 “十二五 ”，职保昌充满信

心地说，今年，河南伟彤的目标是实

现销售收入

3

亿元。 同时，计划投资

10

亿元 ，在 “十二五 ”期间建设全国

最大的液压缸生产和液压支架再制

造基地， 这个项目已于今年

3

月

29

日开工奠基， 预计达产后年可实现

产值

35

亿元。 届时 ，河南伟彤将成

为国内最大的液压缸生产基地 ，为

焦作先进装备制造业增添新的光

彩， 为焦作工业经济发展和经济转

型示范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聂 楠 詹长松

自本报刊发 《本土品牌能否在家乡市场重

振雄风》和《焦作品牌为啥在本土“吃不开”》两

篇报道后， 热心读者相继通过热线电话、

QQ

、

微博、电子信箱等方式与记者进行了交流互动，

以表达对斯美特方便面在本地销售现状的观点

和思考。

读者回音

“看到报道后，我对家乡的斯美特品牌产生

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

48

岁的郑纪成是土

生土长的焦作人。他说，记忆中在本地市场上见

到斯美特方便面似乎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如今，康师傅、统一、今麦郎是全家人经常选购

的品牌，通过本报连续报道才得知，自己家乡竟

然还有全国方便面产销量五强企业。“真想尝尝

斯美特品牌的中高端方便面是个啥味道！”郑纪

成说。

“打破国内方便面市场的现状格局虽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 但我希望斯美特公司能够大胆

创新， 将斯美特品牌打造成我省的另一个 ‘白

象’，真正植入全国消费者心中。 焦作人一定会

更加支持家乡品牌的发展。”网友德川汉子对斯

美特方便面的未来充满期待。

作为年轻消费者，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郭光

对斯美特公司的产品一无所知。 在了解到斯美

特方便面竟有八大系列， 而丰富的产品结构不

亚于任何知名品牌后，他感到非常吃惊，表示更

愿意多吃家乡的面。

事实上， 与记者沟通的大多数读者都流露

出要加深对斯美特方便面了解的兴趣。

现场见闻

为了对斯美特方便面在焦作市场发展现状

作出更加全面的分析，

4

月

19

日， 记者一行来

到武陟县对斯美特公司进行了实地走访。

来到武陟县西滑封工业园区，记者看到，斯

美特公司下属的五家现代化分公司比邻而建，

分别是制面分公司两家，面粉、纸箱、调料分公

司各一家。

走进斯美特办公楼，一幅巨大的全国厂区分布图尤为醒目。分

布图显示，斯美特产品广泛分布于河南、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

等销售大区，产品辐射到国内

20

多个省份。

作为参观景点， 斯美特方便面的六条生产线采用了全透明操

作，沿着走廊可尽览斯美特方便面的诞生过程。“从原料到成品，每

一条流水线只需要

37

名员工便可实现日产

40

万包的产量。”斯美

特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崔国平说。

崔国平告诉记者，近年来，斯美特方便面的品牌影响力持续增

强，但该品牌在本地市场的号召力十分有限。

原因何在？崔国平认为，目前焦作地区的方便面消费主要集中

在中高档产品。 而公司目前的营销重点集中在以中低端产品为主

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对

1.5

元以上的中高端产品仍需进一步加大

开发力度。

由于外省市场推广工作业务繁忙， 记者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失

之交臂。相关深入报道，记者将于近期与斯美特公司负责人取得联

系，对本现象作进一步专访。

4

月

20

日，位于

西虢镇的孟州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长

2751

米、总投资

2068

万元的

文公路正在紧张施工 。

孟州市以获批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动

力， 进一步加大基础设

施投入力度，完善功能，

提升开发区经济转型示

范的承载力和竞争力。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感受“空中女飞人”

本报记者 詹长松

在距地面七八米以上的高空作业，冬天冷、夏天热，

生产繁忙时一人要同时服务三四个工作面， 这就是作为

机械加工行业最主要辅助工种———天车工的真实工作写

照。

4

月

20

日，记者随同周蓉旭师傅，沿着长长的梯子，

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河南群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一车

间天车。在“悬挂”空中的三面都是玻璃的驾驶室里，记者

真实感受了一把“空中飞人”。

从地面上看并不太高的天车， 等记者从驾驶室向下

望时，有些头晕目眩。

“扶稳，开车了。 ”随着周蓉旭的一句提醒，天车缓缓

滑动。 透过车窗，记者看到景物迎面而来，又迅速向后退

去，给人一种御风而飞的感觉。

经过几分钟适应，紧张的心情稍微平稳，记者才顾得

上观察一下驾驶室内的情况：不到两平方米的空间，操作

平台上仅有

3

个圆形的交流凸轮控制器和

3

个不同颜色

的控制按钮，此外别无他物。 不是亲眼所见，很难令人相

信，就是凭这几个简单的操控器，就可以让天车的吊钩和

地面的工人进行完美合作。

看到记者面带疑惑， 周蓉旭详细介绍了每个操控器

的功能。 “天车的功能大都如此， 但主要看如何操控，要

稳、准地把吊钩送到最佳位置，不能出现甩摆，这样才能

最大限度地保障地面工作人员的安全。 ”周蓉旭说。

记者了解到， 在群英公司像周蓉旭这样的天车工还

有几十位，并且全部为女性。炎炎夏日，驾驶室温度最高，

数九寒冬，驾驶室温度最低；生产旺季，她们经常一对多

个工作面作业， 一干就是一天……她们就像一朵朵绽放

在“空中的玫瑰”，默默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近一个小时的跟班体验之后，记者平安回到地面时，

额头上紧张的汗珠却一直未退去。

我市将开展十佳创新型企业、企业家评选

本报讯 （记者聂楠） 近日，记者从焦作市企业管理

先进经验交流大会上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提升焦作企

业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在全市企业界营造

创新氛围，我市将开展

2012

年度市“十佳创新型企业”、

“十佳创新型企业家”评选活动。

据了解，参加“十佳创新型企业”评选的单位主要以

劳动关系、创新战略和机制、创新管理模式、主要经济指

标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作为评选条件；参加评选“十

佳创新企业家”的申请人包括全市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董

事长、总经理，主要考察其在企业管理、技术、品牌、文化

等工作的创新能力。

本次活动将于

10

月接受申请和推荐， 相关评审工

作在

12

月份进行，最终评选结果在

2013

年

3

月公布并

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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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我市重点企业出口稳步增长

本报讯 （记者李秋 通讯

员王杰山） 记者近日从市商务

局获悉，第一季度，我市重点出

口企业出口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据海关统计， 第一季度，我

市

10

家重点出口企业出口增幅

明显，风神股份、佰利联、好友轮

胎 、多氟多 、中原内配 、江河纸

业、中原吉凯恩、永威安防、锦标

机械和广济药业出口同比增长

分 别 为

8.1%

、

7.2%

、

21.7%

、

64.7%

、

99.6%

、

5.6%

、

19.7%

、

3207.5%

、

196.3%

和

9363%

。 风神

股份出口额居全省生产企业第

二位，隆丰皮草出口额居全省外

商投资企业第一位。在大宗商品

出口中，轮胎、汽车零部件、氟化

铝、塑料制品和热转印碳带等分

别 增 长

10.2%

、

55%

、

47.2%

、

66.6%

和

506.3%

。

在双边贸易中，我市重点出

口企业对欧盟、美国、东盟、澳大

利亚及我国香港等五大传统市

场出口降幅明显，对新兴的拉美

和非洲市场出口增幅较大，出口

额 达

5079

万 美 元 、

2940

万 美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6.2%

和

38.8%

。

我市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秋） 记者昨日从焦作银监分局获

悉，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支持并服务中小微企业

的号召，从

4

月

18

日起，我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各银行业机构将积极作好

银企对接，探索为小微企业建立融资“绿色通道”，为小

微企业投融资创造便利条件。

据焦作银监分局局长任建民介绍，此次活动的举办

就是要以发展为重点， 积极为小微企业开拓融资渠道，

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促进小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通

过活动的开展，力求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搭建一个银企

良好协作的平台，探索培育小微企业发展之路。同时，该

分局还将督促辖区内银行业机构建立适应中小企业授

信特点的授信审批、风险管理、激励机制、人才培训和内

部控制制度，充分运用所增加的信贷资源加大对当地中

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的金融服

务水平。

在

4

月

18

日举行的启动仪式上， 我市各银行业机

构纷纷表示，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拓宽微小企业服务

渠道，主动向广大小微企业普及金融知识，不断加深沟

通交流，提升服务水平；主动扩大服务范围，创新服务产

品，不断拉近与小微企业的距离，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

推进会，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专题会，实现多赢

的“鹊桥会”。

全市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产业集聚区成为拉动焦作工业增长主要力量

本报讯 （记者张蕊） 今年年初

以来，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欧债危

机继续蔓延、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逐

步加大等复杂形势的影响， 我市工

业经济整体运行虽然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但同全国、全省一样，呈现出

一定程度的趋缓态势。

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

1~3

月份，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4.1%

， 较去年同期

增长

1.1

个百分点；

3

月当月同比增

长

12.1%

，较去年同月下降

4.0

个百

分点，工业生产稳中趋缓。

综合分析我市第一季度工业经

济走势，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产业集聚区成为拉动全市工业

增长的主要力量。

1~3

月份，全市产

业集聚区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同比

增长

23.8%

， 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

9.7

个百分点， 对全市工业增长

的贡献率为

66.1%

， 拉动工业增长

9.3

个百分点； 完成工业投资

67.7

亿元， 占全市工业投资的比重达到

66.7%

，为以后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传统优势行业依然是全市工业

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全市

37

个行

业大类中，一季度有

30

个行业同比

保持增长， 增长面为

81.1%

， 有

22

个行业大类不同程度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增加值总量前

10

位行业中，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皮革毛皮、农副

食品加工业等

7

个行业累计增速超

过全市水平。这

10

大行业实现增加

值同比增长

17.1%

， 增幅较上年同

期提高

3.1

个百分点； 占规模以上

工业的比重达到

66.4%

， 较去年同

期下降

0.3

个百分点； 对全市工业

增长的贡献率达

78.7%

， 拉动工业

增长

11.1

个百分点。

重工业增速依然低于轻工业。

今年前

3

个月， 轻工业累计实现增

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5.5%

， 重工

业比去年同期增长

13.3%

，轻、重工

业比例为

37.5∶62.5

， 与去年同期相

比，轻工业比重提高

1.4

个百分点，

但重工业比重依然占据绝对地位，

重工业增速低于轻工业

2.2

个百分

点。

多数工业产品产量保持增长。

一季度，全市重点监测的

22

种工业

产品中，有

16

种产品的产量同比呈

现增长，同比下降的有

6

种。其中烧

碱增长

54.4%

， 水泥增长

32.9%

，电

解铝增长

22.0%

， 子午线轮胎外胎

增长

19.0%

， 鞣制毛皮增长

37.2%

，

汽车配件增长

9.5%

，钢化玻璃增长

11.0%

，塑料制品增长

20.4%

。

六大战略支撑产业增速放缓，

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全市六大战略

支撑产业前

3

个月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

，拉动全市工业增长

6.3

个百

分点。 其中铝工业、装备工业、食品

工业同比增速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分别增长

16.7%

、

26.4%

、

14.7%

。

我市有关专业人士认为， 尽管

今年第一季度我市工业经济运行形

势较为严峻，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积

极因素：一是国家为扶持小微企业，

金融财税双管齐下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小微企业的发展将迎来转机；二

是我市出台的 《关于加快中心城区

工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

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等文

件，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三

是多氟多年产

1

亿

AH

动力锂电

池、 龙星化工年产

14

万吨炭黑一

期、 广东兴发铝业公司年产

6

万吨

高档铝型材、隆丰皮草年产

1500

万

双雪地靴制鞋、 思可达年产

700

万

平方米超透镀膜玻璃深加工等一批

重大项目今年将建成投产， 届时将

形成新的工业增长点， 拉动焦作工

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焦

作

人

更

加

关

注

本

土

品

牌

下期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对豫竹方便面品牌的连续报道

昨日上午， 焦作制动器

工业园控制器生产区内检测人员

正在生产线上对产品进行检测。

该企业通过对生产设备的改造推

动产业升级， 目前已形成年产

5

万套工业制动器和

2

万套风电制

动器的生产能力， 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3.65

亿元。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

春

之

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