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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初心·走近台州第一代制造业者》②

本报记者周丽丽文/摄
叶 锦 武 ，台 州 金 龙 电 机 董 事

长，路桥电机协会会长，亦是台州
第一代电机人。在他的带领下，造
出了台州第一台电机；在他的影响
下，台州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二手电
机市场。

“这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产业。”
如今，虽已到了古稀之年，但叶锦武仍
在为电机的变革升级而努力着。

做成了别人不敢想的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电机制造只集
中在上海等大城市，而且供应量非常
少。当时，很多人为采购一台电动机，
需打各种关系，找各种渠道。

那时，叶锦武还是黄岩人造板
厂的厂长。自 1974 年生产人造板
开始，这家小厂也曾红火了几年。
但是没有多久 ，这个行业开始走
下坡路。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造电机
呢？”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电动
机产品在工业中的应用巨大，叶锦
武抓住这一契机，带领企业转产电
动机。

尽管生产电动机的上马决策很
快，可现实中从人造板厂到电机厂，没
有任何技术储备和条件。别说什么技
术工程人员，就连一张完整的生产图
纸都没有。

公司几经周折，弄来一张残破不
全的旧图纸。

“ 也 不 知 道 哪 来 的 信 心 和 勇
气，我们拿着那张图纸，在车间里
没日没夜地鼓捣了一个多月 。最
终，第一代电动机产品还真的被我
们做了出来。”叶锦武说，很多人连
想都不敢想的事，硬是被他们做成
了。他们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
把产品送去省里检测，结果产品通
过了检测。

1985 年，黄岩人造板厂更名为
黄岩电机厂 ，开始专业生产电机

产品。

电机产业链不断延伸

在上世纪90年代前，电机生产企
业屈指可数。

黄岩电机厂能自主生产电机的消
息，一度引起了周边城市的关注，很多
人因到国营大厂买不到电机而纷纷跑
到台州。“有些采购排队一两个星期，
才能买到我们的产品。”叶锦武说，他
们算是第一时间抢占了商机。

8年过去，黄岩电机厂从当年的
电动机小规模生产转入中小规模电
机的批量生产。期间，企业更名为金
龙电机。

金龙电机的崛起，带动了台州一代
电机人的成长。路桥风扇电机生产龙头
企业——浙江德东电机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保富说，叶锦武让很多人明白，一
些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制造产业，只要下
决心去做是可以做成的，“我也是在金
龙电机的影响下进入电机产业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同种类的电
机产品不断演化出来，如小家电、电动
车等。

“电机是很多产品的‘心脏’，有了
这个核心部件，很多产品自然可以制
造出来。”刘保富说，第一代台州电机人
不断突破想象的界限，生产出更多的
电机衍生产品，小到电动葫芦大到电
动车等。

电机产业链不断延伸，台州还形
成了全国最大的二手电动机市场。

1990 年初期，路桥 104 国道边
的杨戴村附近，到处是买卖二手电
动机的，市场规模庞大，一度经营
面积达到 6 万多平方米。国内电机
专业媒体《高效电机领跑者》曾经
统计过，鼎盛时期，台州二手电动
机市场回收电动机数量约占全国
三分之一。

“台州第一代电机人敢于突破，
有能力的就发展更高端的产品，没有
足够实力就从二手电动机入手。在社

会变革发展面前，台州人总是勇立潮
头。”叶保富说。

懂得共进退的电机人

不过，第一代电机人在发展中也
并不是一帆风顺——

2008年，金融危机时，台州电机
产品销量下滑。

浙江大速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吉明回忆起金融危机那段经历，仍
心有余悸，“当时，产品价格下降到只
有成本的20%。”

由于发展水平限制，台州电机行业
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水平
低、企业对原材料控制不足、电机工艺
和参数优化设计存在缺陷等诸多实际
问题。

“此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
题，我们应该共同渡过难关。”身为
路桥电机行业协会会长的叶锦武，
联合协会和 6家行业龙头骨干企业，
共同起草制定了路桥区电机行业节
能降耗联盟标准，重点对电机原材
料采购、检验和验收、管理，电机生
产过程中的关键工序要求，以及电
机产品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节能

评价值和试验方法等方面作出了明
确规定。

这是路桥区首个联盟标准。
联盟标准的推行实施，使得路桥

电机能效水平普遍提高，其中有两家
企业生产的电机产品效率指标项目比
实施前提升了3至6个百分点，并且高
出欧洲EFF1标准近1至2个百分点。
其他联盟标准实施企业则普遍提升了
2至3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明显。

不仅如此，联盟标准的实施还使
得路桥电机产业产值和创汇能力在
经济危机的困境中实现逆势增长。那
年，路桥区首批实施电机联盟标准的
20家企业销售产值比同期增长3%。

“如果无法敞开胸怀，容纳别
人，是做不了大事的。”这是叶锦武
经常说的话。他从不藏着掖着，乐于
和其他同行企业分享自己的科研成
果和管理经验。很多人曾经开玩笑
地问他，“万一别人学了你的经验，
成为你的竞争对手怎么办？”他总是
自信地笑着说：“有竞争才会有动
力，只有整个行业的水平上去了，世
界的电机行业才会唯我们马首是
瞻，我们金龙才能成为世界电机行
业的领航人！”

台州第一代电机人：

做不敢想的事，闯不寻常的路

台州第一代电机人叶锦武。

本报讯（通讯员许成宇）近日，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的12笔专利保险相继出单，这是临海
市首批开展的专利保险业务，为该市
顶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志强涂料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提供知
识产权侵权风险保障。

知识产权对企业来说越来越重
要，可随之而来的专利侵权现象也
变得严重起来。绿佳车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人沈亮明感叹道：“涉
及专利的诉讼维权周期长，耗费的
人力物力巨大，让我们十分头疼。这
份专利保险简直是雪中送炭，不但
降低了维权成本，还提升了我们的
维权能力，让我们继续科技创新的
底气也更足了！”

据了解，专利保险主要是指经保
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由国内依法设
立的保险公司开展的专利保险业务，

包括专利执行险、专利申请费用补偿
保险、专利被侵权损失险等保险产
品，被称为知识产权的一道“防火
墙”。本次部分企业选择参保的专利
被侵权损失险，若投保期间发生专利
被侵权事件，投保人为专利维权而支
出的调查费用和法律费用都能够按
照合同约定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一直以来，临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积
极联合银保监搭建保企对接平台，
多次开展入企宣传，为参保企业提
供专利保险培训，就相关专利价值
评估提供咨询等。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职能
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
保护，加强相关政策法规宣传，提升
辖区内企业自我保护意识与专利维
权能力，为临海产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临海首批
专利保险成功落地

金融纾困“台”有实招

本报记者李寒阳

近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台州市
中心支局（下简称“市外汇管理局”）的
支持下，招商银行台州分行积极开展
资本项目数字化服务试点工作，成为
台州首家试点资格银行。

“成立专项服务银行对接企业及项
目，可提升业务办理的效率，大大解决
外汇业务周期长、时间久的问题。”市外
汇管理局副局长张华表示，企业在外汇
资本金入账、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结汇及
支付等资本项目项下高频业务场景中
实现“无纸化”和“线上化”办理，全流程

时间大幅缩减80%。
资本项目数字化服务旨在降低企

业“脚底成本”，在符合现有资本项目业

务审核原则和档案管理要求的前提下，

客户可通过企业网银提交资料至银行

审核。招商银行台州分行在资本项目数

字化方面积极储备客户，通过交流会、

上门拜访等方式为企业宣传数字化的

便利性，目前一家外商投资企业正在该

行办理资本金开户手续，预计将于近期

落地首笔资本项目数字化业务。

跨境业务数字化是外汇便利化
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如今通过审核

电子单证等在线化、无纸化方式，优
化跨境业务办理流程和服务，大大提
高贸易外汇跨境收付款效率。

浙江美迪凯现代光电有限公司主
营生产印刷电路，每月需向境外供应商
支付多笔货款用于采购印刷电路板。因

单笔付汇金额较大，正本合同需国外客

户签字后从境外邮寄入境，而境外物流

受疫情影响较为不畅，导致一笔业务走

完整个流程起码要半个月。

了解情况后，市外汇管理局指导中
信银行台州分行按照便利化政策审核
电子单证为企业办理资金汇出。“根据

跨境业务便利化政策，材料扫描到网银
就能完成审核，动动手指就可以了，确
实方便了不少。”该企业负责人说。

截至6月中旬，该企业在中信银行
台州分行共办理10笔付汇，合计25.7亿
日元，节约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有
效提高企业经常项下跨境收付款效率。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
实贸易投融资便利化举措，鼓励各银
行不断推动传统业务服务流程的线上
化、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
满足市场主体多场景下便捷、高效的
外汇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跨境业务
数字化水平。”张华补充。

跨境业务数字化为企业谋“便利”

本报记者章 韵

日前，浙江红石梁集团天台山
乌药有限公司通过了浙江省食药物
质试点生产企业审批，这是继浙江
济公缘药业有限公司之后，台州又
一家省食药物质试点生产企业。

截至目前，全省共批准食药物
质试点生产企业11家，我市2家。

破解产业制约瓶颈
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

产处处长王莉萍介绍，铁皮石斛是
浙江特色原产地中药材，有着几千
年食用历史，食用安全性良好。在食
药物质试点工作开展前，铁皮石斛
由于未纳入食药物质目录，只能作
为中药材、保健食品原料或初级农
产品销售，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发
展，导致市场狭窄，且产品同质化严
重，附加值未充分体现。

随着“食补”“养生”等食药传统
文化越来越深入人心，尤其在疫情
背景下，人们开始追求抵御疾病的
强大身体素质。而食药物质安全可
控，开发这些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食
品，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

“在天台，铁皮石斛是极具地域
特色的‘三仙草’之一，也是全国唯
一同时拥有药品和保健食品生产许
可双资质的产品。”王莉萍说，2021
年，以铁皮石斛为主的药品和保健
食品产值近 12亿元，但因石斛一直
未纳入食药同源名单，天台多家生
产企业无法开拓保健食品外市场，
产业规模无法进一步提升。

“推动企业申报食药物质试点
生产企业，既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增
收，也有助于我市相关企业破解制
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瓶颈，开辟大健
康产业新空间。”王莉萍说。

市场容量有望扩大
浙江济公缘药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永高介绍，济公缘药业是康恩贝
集团旗下专业从事铁皮石斛人工组
培、种植、生产、销售的公司，拥有两
个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年产值3亿元。

此前，由于铁皮石斛只能作为保
健食品出售，且消费群体多为40岁以
上、有养生观念、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
人群，生产品类相对局限，只能消耗小
部分的原材料，该公司大量的原材料都
堆积在仓库里，年销售额有8000万元。

“能成为食药物质试点生产企
业，对我们济公缘药业来说，是极大
的利好。”王永高说，原先，保健品从

企业研发成功到通过审批推向市
场，至少要 3到 6年，有些甚至遥遥
无期。而企业研发一款新产品，投入
资金起码上百万元，过长的审批期
限往往会打乱企业的生产计划及未
来规划。

成为食药物质试点生产企业
后，铁皮石斛可加工成普通食品销
售，审批时间快则1个月，多则半年，
大大缩短了时间，企业在研发、生
产、管理上更为灵活，未来一年的销
售额有望翻番。

“保健品的消费群体多为精英人
群，现在铁皮石斛能加工成普通食
品，价格会大大降低，让普通消费者
也能吃得起，这将吸纳更多消费者，
增大市场容量。”天台山乌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周先岳说，目前，该公司
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到明年年底，
目标增加三四千万元的销售额。

新产品即将批量上市
为实现公司业绩翻番，济公缘药

业和乌药公司均做了充分的准备。
据了解，济公缘药业已研发出

多款新产品，铁皮石斛青钱柳叶黄
精颗粒、铁皮石斛海藻颗粒将在年
底前推向市场。乌药公司的铁皮石
斛黄精颗粒、铁皮石斛蒲公英颗粒
也即将进入市场。

“作为保健品生产企业，我们生
产普通食品，无需增设生产设备和
生产线，也不存在研发瓶颈。”周先
岳说，唯一担忧的是销售，目前公司
正在全面布局筹建销售网络。

“除了原有的销售渠道外，我们
还将打造一个专门销售食药物质新
产品的网络销售平台。”王永高说，
除了在销售上发力之外，济公缘药
业还希望能给自己的铁皮石斛种植
基地投保，但保险公司不接受。“铁
皮石斛价值较高，从组培到种植，一
个周期就要五六年。台州地区多台
风，一旦受灾，损失巨大，希望相关
部门能帮助我们破解这一难题。”

对此，天台县市场监管局党委
副书记、副局长芦伟表示，去年以
来，该局就结合地方产业特色，鼓励
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企业参与食药
物质管理试点创建。试点企业可生
产销售的产品种类增多，制造新的
利润点，把握大健康产业市场先机。

“我们也将以试点工作为契机，更好
地指导、监督试点企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帮助解决企业遇到的
实际难题，推动食药物质产业朝着
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破解产业制约瓶颈，企业销售额有望翻番

我市再添一家
省食药物质试点生产企业

6 月 29 日，玉环市干江镇垟
坑村举办“悦来干江 农情共富”
荷塘钓龙虾节活动，游客们提着
钓竿，钓上一只只尾肥体壮、爪
粗壳薄的龙虾。

垟坑村荷塘主题乐园占地
面积 100 多亩，为了给游客打造
游玩、休闲的好去处，在 50 亩上
百个品种的荷花池中，春夏季套
养了龙虾苗3250公斤，从观赏到
垂钓，给村民增加了收入。

本报通讯员吴达夫摄

悦来干江
农情共富

日前，路桥区蓬
街镇小伍份村农田
翻耕，白鹭在稻田里
憩息、飞舞，勾勒出
一幅人鸟和谐相处
的风景画。

近年来，当地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与
治理工作，农村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吸引
大批白鹭在此栖息。
本报通讯员罗永祥摄

路桥路桥：：白鹭与白鹭与““铁牛铁牛””共舞共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