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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丽丽文/摄

电焊机，是工业制造中最常见的
仪器。它靠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
生的高温电弧，来熔化焊料和被焊材
料，使被接触物相结合。电焊机的逆
变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但是浙江肯
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
得机电”）却突破重重阻碍，成为国内
逆变焊机龙头企业。

品类超全，国内最大

肯得机电是国际上著名的、最大
的家用型电焊机制造企业，也是国内
最大的电焊机、加热器、充电器等产
品制造和出口企业。

据海关部门统计，自 2004 年以
来，肯得机电的电焊机出口量连续多
年占中国电焊机出口量的 70-80%，
是国内最大的电焊机出口和生产制
造商，在国际小型和家用电焊机制造
业中具有明显优势。

肯得机电的电焊机品类，几乎覆
盖了市场上所有应用范围。有家用
200A 电流以下的各类小型电焊机，
也有电流在 300-1250A范围的各类
工业级电焊机，甚至还有全数字化
的、可与工业机器人配套使用的350-
500A级工业级多功能气保焊机。

肯得机电还建立了全球性的产品
销售网络，销往欧洲、南美洲、北美洲、
澳洲、俄罗斯、中东、中亚和东亚地区
等国际市场。公司旗下的“KENDE”和

“肯得”商标，在国内外销售市场上具
有显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员工少了，产量高了

连续近20年成为行业的龙头，并不
是没有强劲对手，也不是市场环境优渥。

“这都要得益于企业不断投入科
技研发。”肯得机电总经理朱宣辉说。

多年来，公司在科研经费、产品
国际认证等方面舍得投入，拥有了自
己的知识产权和产品特色，也实现了
企业快速发展。

全自动插件、数字化智能化的自
动装配、自动的紧固（螺丝）设备……
这是肯得机电最新逆变电焊机生产
线。朱宣辉介绍，这套项目设备让该
产品生产人员减少为三分之一，产量
却提至原先的七倍左右，“原本产品
生产全部参与的人员数量为20人，每
天逆变焊机产品的生产量只有350至
400台。现在，7个人每天可以保障生
产2400至2800台。”

“技术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高
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 67-72%，利
润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新产品收益。”

朱宣辉说，公司在 2020-2022 年度，
每年科技研发经费投入 1000万元左
右，以确保各项研发和产品产业化工
作的顺利实施。

通过多项国际认证

除了不断突破的技术工艺，肯得
机电还是该行业中拥有最多国际认
证体系的企业之一。

“对于我国的产品来说，出口国
际市场，面临的技术难题在于产品的
认证。”朱宣辉表示，产品认证是通往
市场的必由之路。就我国而言，焊接
设备通过CCC认证，是比较容易的。
相反，我国的电焊机产品要进入欧盟
市场，就需要有GS、EMC认证，以及
PAH、RoHS检测、能效检测。

国外的上述认证和检测，检测和
认证收费极高，是国内检测机构的几
倍，最高甚至达到近 10倍，还有很大
的季度和年度工厂检查费用。

“认证是我国电焊机和充电器行
业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朱宣辉介绍，
在产品的国际认证方面，肯得机电长
期以来高度重视，每年都投入大量的
检测和认证费用。这也使得公司成为
少数拥有众多国际产品认证证书（如
GS、CS、EMC、CSA、SAA、ETL、AVT、
ECM等）的企业，保障了公司每年上百
万台产品能够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对于国内市场，近年来，肯得机电
加大了产品研发力度。该公司研发的
并获得CCC认证的产品数量达近百
种。近来，通过多重的调试和实验，肯得
机电还建成了国内领先的EMC实验
室，为进一步扩大产品出口打好基础。

肯得机电：20年铸就行业龙头
本报讯（记者王依妮）连夜交接

违规船、运送涉案人员、协调值班船
艇拖回船只及非法捕捞的渔获、向相
关属地渔政及公安部门通报相关情
况配合执法……7月23日，台州市海
洋与渔业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又经历
了一个不眠夜。当天傍晚，我市再查
获1艘涉嫌非法捕捞渔船，现场抓获
涉案人员6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禁渔期内，除休闲垂钓及特许审
批外，禁止一切捕捞作业行为，可仍有
一些不法分子顶风作案。为加大检查
打击力度，我市周密安排执法力量，发
挥连续作战精神，对各类伏休违规行
为坚持露头就打。同时，利用海监快艇
的高速性和操作灵活性，‘海上守夜
人’深入各岙口、崖石边蹲守、巡查，让
违规无处可遁，在台州全海域开展全
方位无死角执法联动。”台州市海洋与
渔业执法队队长吴军杰说。

据介绍，为加强伏休中后期秩序
管控，保护辖区渔业资源，连日来，我
市各级渔政执法机构按照台州市海

洋与渔业执法队“雷霆”行动统一部
署，“日巡夜查”连续出击，筑牢禁渔
护渔防线。

7月22日晚，台州市海洋与渔业
执法队联合临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
大队开展打击非法捕捞突击行动，在
百夹山岛附近查获非法捕捞钢质三
无渔船1艘，船上有非法捕捞渔获物
1100余公斤，9名船员因涉嫌非法捕
捞水产品被控制。

23 日上午，执法人员查获 1 艘
“无证”驾驶机动船舶案例，抓获3名
涉案人员。目前，上述两船及涉案的
禁用网具已被依法查扣，涉案的 12
名人员均已采取强制措施，移交公安
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违规渔船扣押
至红脚岩渔港。

下阶段，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
局将继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结合伏
休前中后期不同特点，持续加大海上
巡航打击力度，同时不断加大渔港码
头巡查力度，严厉打击一切违反伏休
规定非法捕捞行为，确保我市海洋伏
季休渔秩序稳定可控。

强化伏休管控，保护渔业资源

我市严查非法捕捞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俞科宇）7月 25
日上午，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仙居
县横溪镇俞店村“三未”土地清表工
作正式开始。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分
工协作下，现场和谐有序。

所谓“三未”土地，是指批而未征、
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的土地。位于横溪
俞店、上沈两村的4个地块共73.8亩，
即属于这种状况。其中俞店村的金融
角地块，属于今年仙居县“三未”土地
处置专项行动的重点区块之一。

为顺利进场清表，横溪镇抽调精
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倒排时间节
点，细化任务分工，包干任务到人。镇
班子领导每周会商督促进度，专班组
每天下村逐户销号。

在镇里的发动下，俞店、上沈两
村的党员干部、村民代表以及乡贤
等，日以继夜，反复上门做相关村民
的思想工作。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了
解困难、深入宣传政策，以真心换取

了村民的支持。
经过努力，俞店村在5天内完成

协议签订，上沈村在3天内完成协议
签订，均抢在了时间节点前，为无障
碍进场清表奠定了基础。

7月20日，俞店村“三未”土地处
置专项行动的重点区块完成定桩放
样。25日上午，俞店村地块正式进场
清表；当天下午，上沈村地块正式进
场清表。

据介绍，这几个地块位于横溪集
镇区东西大街两侧，人流密集；毗邻
台金高速出口，交通便捷。预计在 8
月底进行土地公开出让，将用于工业
厂房建设、商用小高层建设等。

“我们将利用腾出来的发展空
间，通过镇、村、企联合开发模式，打
造共富车间、共富商铺、共富工坊等
共富阵地，从而壮大上述两村的集体
经济，推动共同富裕。”横溪镇党委书
记杨明说。

为共富阵地腾出空间

横溪快速处置“三未”土地

本报讯（通讯员李 丹）7 月 27
日，室外温度高达 42℃，位于温岭市
滨海镇东片农场的浙江岭农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猪舍内，却凉意阵
阵。舍内自动控温系统控制着水帘和
冷风机运作，室内温度不到 30℃，一
头头生猪看起来自在安逸。

浙江岭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占地 205亩，建有全漏缝、温度恒
定、自动投喂、智能控制的猪舍 32
栋，总建筑面积 5万多平方米，年出
栏商品育肥猪6万头，年产有机肥可
达1万吨。

为确保生猪安全度夏，保障当地
市场生猪供应，滨海镇积极对接浙江
大学等高等院校畜牧兽医专家，定期
到该公司开展“手把手”的生猪防暑

降温、湿热天气防病防疫技术指导，
并要求其认真做好口蹄疫、非洲猪瘟
等重大疫病的免疫注射等注意事项。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专家的指导
下，公司24小时保持水电畅通，让小
生猪每年盛夏都住进‘水帘洞’避暑，
现在厂区内近万头生猪长势良好。”

近年来，滨海镇积极引进龙头企
业带动生猪产业化发展，通过建设现
代化规模养殖场，打通生猪销路，提升
滨海镇生猪市场价值。同时，通过扩大
生猪生产，促进生猪生产规模及效益，
拉动饲料、兽药、皮革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带动更多的农民和下岗、失业职工
从事养猪以及饲料加工、生猪屠宰加
工等相关行业，走出了一条生猪养殖
助力群众持续增收的好路子。

滨海：小生猪住进“水帘洞”

临海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中心揭牌

7月22日，临海市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中心在临海市科创中心揭牌。
该中心由临海市人民法院、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成立，将建立知

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多元化解工作规程，组建特邀调解员队伍，强化知识产
权诉源治理和司法确认工作。该中心成立后，临海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进一步完善，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治理新格局逐渐形成。

本报通讯员孙迪宇摄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文/摄
“没有你的话，我这6万斤葡萄要

烂在田里了！”日前，在温岭市箬横镇
永斌家庭农场的果蔬中转驿站里，70
多岁的老农赵春友与妻子提着一篮
水果，向帮助他们解决葡萄销路的谢

永斌表示感谢。
这温馨一幕，源于今年 6月初的

一场“紧急救援”。“我今年种了 30亩
的单棚葡萄，没想到受气候环境影响，
葡萄在膨大期时没有得到充足营养，
导致果实大小不一，甚至还出现了部
分炸果现象。”老赵说，面对行贩进门

就压价，压到比成本还低的窘境，他有
苦难言——卖是亏，不卖则是大亏。

一筹莫展之际，有果农向老赵介
绍了刚于今年5月份投入运行的永斌
家庭农场果蔬中转驿站。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老赵找了过去，没想到谢永
斌一口答应帮忙。

在短短一周时间内，谢永斌一边
组织工人帮老赵修果抢收，优先安排
入库冷藏，另一边联系果蔬电商，将老
赵的葡萄全部拼车外销，让老赵不仅
未受一分损失，还净赚了1.5元/斤。

翻开销售物流清单，谢永斌表
示，像老赵这样的情况在往年很常
见，“葡萄上市期间，受市场环境影响
大，可以说一天一个价。而在以前，批
发价都是控制在行贩手中的。”

为了破除这一僵局，谢永斌想到
了抱团共富的“金点子”——建一个
果蔬中转驿站，以冷库仓储的方式集
体抱团稳价出售。“葡萄到了采摘期
还不采摘的话，就会出现掉果、烂果
等现象，统一放进冷库仓储，最长可
以熬一个月。”谢永斌解释，“这样保
证了葡萄的品质，农户们就放心把农

产品交给我们，让我们有底气与行贩
谈价。”

为此，永斌家庭农场的果蔬中转
驿站一投用，就成了农户们的“黄金
屋”，其冷库仓储房更被形象地称为
是“共富仓储房”。“农户们现在的抱
团意识越来越强，单打独斗的传统模
式逐渐被摒弃。”谢永斌说，有了这个
共同的“家”后，行贩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顺着果蔬中转驿站的路子规规
矩矩按行市批购。

据了解，短短三个月不到，永斌家
庭农场的果蔬中转驿站先后帮助200
多名 50亩以下种植规模的农户中转
仓储、集中销售了800多万斤葡萄，直
接为农户们增收了1200余万元。

眼下，走进永斌家庭农场的果蔬
中转驿站，原有的 3个仓储冷库房已
经供不应求，现正在外扩再建 3个仓
储冷库房。谢永斌表示，现在葡萄季
马上结束，下半年就会运来西蓝花、
大白菜等蔬菜，他要赶在下一轮果蔬
季前完成整个果蔬中转驿站的提升
改造项目建设，进一步强化冷库仓储
房的“共富仓储”功能。

帮助小规模水果种植户解决销售难

这家农场有个“共富仓储房”

葡萄被运入果蔬中转驿站的冷库仓储房葡萄被运入果蔬中转驿站的冷库仓储房。。

近日，高温“烤”验下，智能新风系
统迎来了销售热潮。路桥区路南街道德
普瑞泰工厂内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加
紧赶制一批销往北京的新风产品。工厂
在防暑方面多措并举，按照天气情况及
时调整工作时间，备齐降暑防暑药品，
为一线工人备好绿豆汤、茶水等饮品，
送上清凉。

本报通讯员王保初 陈星如摄

高温下赶工忙

肯得机电车间内肯得机电车间内，，员工数量减少员工数量减少，，产量却大幅增加产量却大幅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