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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 超

智能装配线高速运转，每 30秒
就有一台智能马桶完成整机组装
下线。

走进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马”）新落成的生产
车间，一个个智能马桶通过多道质
检关后，打包装车运往全国各地。

去年下半年，投资 6亿元、占地
80亩，年产500万台智能马桶坐便器
的西马制造标准化基地建成投用。
这个集成实验、生产、检测等功能于
一体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全面导入
MES+WMS生产信息管理系统，将智
能制造工业 5.0融入到高标准、高规
格的流水线中，标志着西马正式迈
向数字化高产业务。

打造标杆式“灯塔车间”

“时间、效率、灵活性，是我们在
市场竞争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需要
快速、高效和柔性化等场景，为企业
创造价值。”西马董事长刘日志说。

在制造端、产品端的主动变革，
让西马树立起了堪称行业标杆式的

“灯塔车间”。
走进系统车间，1.5米长的MES

数据监控屏幕上，计划达成、品质表
现、生产进度等信息快速实时滚动。

这套斥资 150万元打造的MES
数字化系统，集成了从销售接单—
下定指令—物料分配—车间生产—
系统反馈等功能，让生产制造实现
全流程信息化的高效闭环。

“从接单到生产，以往信息流转
至少要一两天，现在不到半天就能下
单生产。”生产中心总监宫庆锤说。

有别于一般企业的直线生产
线，记者看到，智能化车间里大部分
生产线都是呈U型布局。

“U型布局是目前国际比较先进
的精益生产布局。”宫庆锤说，在这
条造价 80万元的生产线上，每个工

人可负责数台机器的操作，“转个
身，就可以兼顾另一头的生产”，生
产线有了弹性，也让工人能够机动
地应对突发性变化，有效缩减了人
力成本。

“柔性生产线能够灵活响应市
场需求。”宫庆锤说，据统计，采用了
数字化技术后，减少 60%以上的设
计修改与返工作业，生产工艺规划
时间减少 40%，产品上市时间缩短
30%，制造成本下降15%左右。

追求的不只是合格率

智能马桶难做，为何难做？良品
率低，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
原因，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产品后
期检测不严格、不科学。

把疵品消灭在源头！西马斥资
千万元配备高端实验设备，设立
CNAS国家级实验室，又花 200多万
元自主设计数字化检测系统，让每
个便盖装配好后，至少要经过6道检
验关。

在视觉防错工位，八个摄像头
各司其职，从各个角度对准过检产
品，确保检测全方位无死角。

“过滤器、遥控器、说明书、三通
管件……智能马桶零配件多且细
碎，以往人工查看难免会有错漏。现
在有了可视化系统，仿佛有了无数
双眼睛帮忙盯梢查验。”说着，宫庆
锤从包装箱里拿掉一个遥控器过
检，“嘀嘀”，红色警报旋即亮起。

对产品来说，全程追溯能够解
决产品批次的质量管理问题，能够
缩小核查范围，从而节约人力物力
成本。MES码是实现这一切的关键。

“这相当于产品的身份证。”宫
庆锤拿出扫码机，扫描包装上的二
维码，马上就能看到产品在流水线
上的每一个环节和责任人，“这样就
确保生产责任到环节、到工人，实现
物料全流程可追溯。”

机芯老化检测、零部件功能测
试、电压安规测试、防水测试……这
些都是西马工厂流水线上的每日的
作业。正是这些看似枯燥的检测，为
每台智能马桶出厂做了质量保障。

“西马追求的不只是合格率。”
宫庆锤说，在合格率达标的基础上，
他们更追求质量的稳定性和品质的

一致性。
“以往，产品虽然合格了，但在

一些参数上仍有微小波动。”宫庆
锤举例说，譬如，臀洗出水量上下
波动 50 毫升，带给消费者的冲洗
体验就完全不同。于是在出厂前，
他们对每个产品各个参数，如电
流、功率、自洁流量、温度等，都进
行了细致的调校。

“经过校验，现在每次出水量波
动控制在 10到 20毫升，这样就确保
了在节水性和体验感上达到平衡。”
宫庆锤说。

此外，所有的产品出厂前还要
经过一轮老化测试。系统将智能马
桶里的所有功能都演示一遍，15分
钟内要完成近 20次的循环；加上二
次检测系统，模拟人们的日常使用，
不断循环常规使用功能，进行反复
测试。

“经过一系列的检测，光是便盖
出厂前就至少要经过65000次翻盖。
以一个家庭每天使用 10次计算，我
们的产品至少可以用10年以上。”刘
日志说。

从产业链到服务链

卫浴行业基本上仍属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范畴，如何从劳动密集型

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是西马一直

思考的问题。

目前，西马研发年投入都在千
万元以上，占三项费用比重超 25%。
在西马智能化车间里，每 30秒就有
一台智能马桶完成整机组装下线，
这样的生产效率比行业平均水平提
升了整整一倍，而其出厂质量一次
性合格率更是达到99%以上。

“智能工厂的落成，预示着我们
有更多的能力和时间去更新产品、
服务用户、解决痛点。”刘日志说。

“新近推出的产品‘艾芮斯’不
仅占地少、颜值高，还解决了传统挂
墙智能马桶冲水噪音的痛点，受到
市场和业界一致好评。”刘日志说，
在日前出炉的2022年“设计奥斯卡”
红点奖的评选中，西马的两款产品
脱颖而出，“艾芮斯”就是其中之一。

“未来借力产品模块化标准化
的优势，我们将全面导入自动化设
备，力争自动化工序提升 50%以
上。”刘日志表示，西马智能马桶智
能制造标准化基地项目建成后，公
司3年内产值有望成倍增长，向着百
亿元的方向前进。

“未来这里将是国内最先进智
能马桶制造基地，是智能马桶检测、
实验中心，是智能马桶的绿色工厂，
也为我们在大健康、新技术、新材
料、互联网、物联网等实现重大突破
打造平台。”刘日志说，在打造千亿
级智能家居产业布局当中，西马希
望可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投资6亿元建智能化生产车间，产能提高15%以上，上市时间缩短30%，
每30秒就有一台智能马桶完成整机组装下线——

西马：向先进智能马桶制造基地迈进

本报记者张妮婷

4 月 中 旬 ，柑 橘 花 期 已 至 。在
临 海 ，广 大 柑 橘 种 植 户 们 正 积 极
准备着即将开展的黑点病防治工
作。在东海爆橘马里岙示范基地，
内检员正比对着临海市农业农村
局 下 发 的 柑 橘 绿 色 食 品 用 药 指
南 ，对 基 地 内 即 将 投 用 的 农 药 进
行逐一检查。

“绿色食品对安全的要求更高，
所以我们严格按照目录选择农药，
保证柑橘符合绿色标准。”这几年，
看着越来越多同行成功申请绿色食
品标志，东海爆橘马里岙示范基地
负责人管炳华感到，临海柑橘产业
的绿色招牌越来越亮了。

近年来，临海市为高质量完成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工作，

贯彻落实“四个最严”，以绿色发展
理念为指导，不断培优升级品牌新
动能，推动规模主体开展农产品绿
色认证、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和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加强绿色优质
农产品监管，而打造精品绿色柑橘
基地便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临海市柑橘栽培面积达 18 多
万亩，常年产量 30 万吨，产值 10.68
亿元，柑橘产业是临海特色农产品
四张“金名片”之首。为此，临海市
修订了柑橘生产操作规程，培育了
一批规模柑橘生产主体，新增了一
批绿色食品标识使用许可主体。

“我们从农资规范使用、绿色种
植规范、绿色基地建设培训等方面
着手，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带动
更 多 的 种 植 户 朝 着 绿 色 、共 富 发
展。”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科科长张蓉表示。
走进临海市 28家农资规范经营

示范店，精品柑橘用药专柜在显眼
的地方摆放着，店内还张贴有柑橘
绿色食品种植操作规程、用药指南
等，从源头上把好投入品使用关。

此外，临海市还在涌泉、桃渚两
个临海蜜橘核心产区设基地示范
牌、宣传栏，并调查了当前全市柑
橘生产中常见病虫害及农药的使用
情况，集成当前最新绿色防控和生
产技术措施，制定出精品绿色柑橘
生产技术规程，为广大柑橘种植户
提供示范。

“我是 2020 年申请绿色食品标
志 的 ，申 请 成 功 后 ，去 年 开 始 使
用。”提及绿色食品标志，临海市涌
泉夏山村半腰山橘场负责人夏祥猛
感慨良多，“之前客户询问柑橘的

安全状况，我只能口头解释。现在
不一样了，有了绿色食品标志，什
么都不用说，客户就很认可。”

绿色食品标志带来了客户的信
任 ，也 带 给 产 业 自 我 要 求 的 高 标
准。用夏祥猛的话来说，就是“卖的
更有底气了！”

“有了绿色标志之后，大家更注
重柑橘品质。每年采摘期，我们都会
进行质量抽检。”张蓉说，“越来越多
规范基地的建成，越来越多的绿色
食品认证，不断打响临海蜜橘区域
品牌，提振了临海柑橘产业发展，逐
步实现带动农民致富的目的。”

截至目前，临海市柑橘规模生
产主体 68 家，其中完成绿色食品申
报的 58 家，正在进行绿色食品申报
的 5 家，规模主体申报绿色食品认
定比率达 92.65%。

有了农产品绿色认证，客户认可度高了，农户卖起来也更有底气

临海：擦亮柑橘产业的“绿色”招牌

本报记者王依妮整理

热点回顾

4月10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满百日。作
为目前全球覆盖人口数量最多、成员
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
易协定，签署RCEP的共有15个成员
国。今年1月1日，随着RCEP对中国
等首批10个成员国生效，全球最大的
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此后，RCEP对
韩国、马来西亚等也陆续生效，目前，
15个成员国中已生效成员国达12个。

与此同时，随着相关工作的步步
深入，RCEP的“含金量”被不断印证。
而对于站在开放前沿、外向型经济发
达的台州来说，RCEP 的生效为台州
企业的国际合作带来了巨大机遇。

根据台州海关数据，现阶段台州
外贸企业对抢抓RCEP机遇的期待值
很高、积极性很强：1月1日，浙江联盛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便抢占“先发优
势”，办理了我市首份RCEP原产地证
书；2月，台州萨扎宁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在韩投资项目（株）盈成金属顺利
通过境外投资备案，成为RCEP生效
后台州首个赴RCEP成员国投资的企
业；3月18日，台州出口马来西亚货物
首份RCEP原产地证书顺利签发……
截至 4 月 10 日，台州海关共签发近
600份RCEP原产地证书。

专家观点

被业界寄予厚望的RCEP正迎来
“百日考”。

在助力台州外贸企业与各成员
国企业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区域供应
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同时，RCEP也
对台州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出新的
要求，需要企业提前规划、积极应对。

为助企“掘金”，享受RCEP领域
红利，2月18日，台州市“双循环”节点
城市专班办公室制定出台了《台州建
设RCEP高水平开放合作示范区三年
行动计划（2022-2024）》（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未来三年台
州建设RCEP高水平示范区的主攻方
向和具体任务，并发布重点项目清
单，形成市级部门、各地政府合力推
进的工作机制。

RCEP 送来“东风“，台州企业应
如何入局？

尽管从规模和辐射面而言，RCEP
的影响力不可估量，但多数台州企业
还处于未能“吃透”规则的阶段。

对 此 ，台 州 企 业 应 主 动 对 标
RCEP相关标准、规则，还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做“功课”——

3月 18日，浙江省商务厅联合杭
州海关、浙江省贸促会开发并上线

“浙江省RCEP企业服务平台”（http://
rcep.zcom.gov.cn/rcep_pc/#/）。

因为RCEP和中国-东盟、中国-
韩国、中国-澳大利亚等优惠贸易协
定并行实施，各个优惠贸易协定之间
的关税减让清单和原产地标准不尽
相同，形成了税率交叉，情况较为复
杂。现在，依托该平台的关税减让功
能，企业可以输入商品编码，一键查
询同一项产品在不同协定下的降税
水平，进而选择税率最优惠的方案。

另外，该平台还设置了政务发
布、惠企通道和各方动态三大板块，
实时更新政策讯息、原产地申领流
程、各地动态等，加深企业对RCEP协
定的理解。4月 1日，由省商务厅等有
关部门举办的RCEP政策宣讲直播课
程，“干货”满满的课件在直播当天就
已上传至平台。

此外，我市在《三年行动计划》
中，也提到将借助国内知名智库开展
RCEP协定规则“一国一策”跟踪与研
究，向台州企业普及RCEP原产地累
积规则等重要规则知识，指导企业用
好《“十四五”期间自贸协定享惠指
南》。期间，还将锁定重点与RCEP国
家经贸往来的企业，具体落实、不断
完善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纠纷
应对指导快速响应机制。

RCEP，100天！

台州企业如何搭乘
“红利直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杨方玲）“最终解
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这样的格式
条款在商家促销活动中屡见不鲜，在
火热的网络消费世界中也是层出不
穷。日前，温岭市市场监管局根据线索
摸排，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网络霸王
条款进行了重点监管。

执法人员发现，温岭一电商经营
者在其网店产品详情中，描述了产品
货源、尺码、颜色、售后等内容，并在最
后一栏标注“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
有”。这种不公平格式条款限制、排除
消费者对合同条款解释的权利，违反
了《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相关
规定，目前已对其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不仅
是电子商务经营者，日常生活中的餐
饮店、美容美发店发放的各种会员卡、

宣传单上关于“最终解释权”的内容随
处可见。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已进一步明确，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
告示等方式，作出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商家，单
方面设定“最终解释权”违背公平合理
原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商家作为优惠
活动的提出者，有义务将活动的具体
内容解释清楚，比如优惠的范围、时间
等，都要事先向消费者表述明白，以免
让消费者产生歧义和误解。

消费者在消费时，一旦遇到商家
利用“最终解释权”推卸责任、损害自
身合法权益时，应当理直气壮地对商
家说“不”，并及时拨打 12315进行投
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温岭对电商霸王条款进行重点监管

最终解释权归商家？违法！

吴昌云 浙江云动力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城发云贸国
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

日前，位于玉环市
龙溪镇灵溪北路一家
农业基地的 5 亩大棚
里，一簇簇颗粒饱满的
桑葚，吸引了游客前来
釆摘。近年来，当地通
过“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模式，发展特色
产业，助力农户增收和
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吴达夫摄

新鲜桑葚
采摘上市

日前，在温岭市滨海镇五百屿附近的东海滩涂上，村民们正在捉泥螺。每年
四五月份是捉泥螺的最佳时期，潮退滩涂裸露时，泥螺就会破土而出，特别是南
风吹拂的多云天气里，泥螺更是旺发，捕捉泥螺已成当地村民的一条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郑 莎摄

海涂淘海涂淘““金金””

西马智能化工厂全面导入MES+WMS信息管理系统，将智能制造融入到
流水线中（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