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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初心·走近台州第一代制造业者》⑧

台传媒记者周丽丽文/摄
“做最难做的，才能拥有市场主导权。”这是

陶氏模具集团董事长陶永华的理念。正是靠着
这个理念，40多年前做出台州第一副大型模具
后，陶永华一步一个脚印，把企业打造成了中国
模具行业龙头企业。

台州“大型模具之父”

台州人有着敏锐的市场触觉。俗话说，“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上世纪70年代，台州人
就瞄准了工业生产的“母体”——模具。

1972年，时年 16岁的陶永华进入了模具行
业。“当时村里把一处兔棚改造成模具加工厂，
我对模具非常感兴趣，一到周末就去加工棚里
当学徒。”陶永华回忆，初期的黄岩模具产业，从
业条件艰苦，工具简易，“电力不足，就用柴油机
带动。没有钻床，就用锉刀、手摇钻一点点绞出
孔。加工简单的一个纽扣模具，需要整整一个月
时间。”

当时，台州模具行业大多从事一些小型模
具的生产，靠手工业为主，辅以钢锯、榔头、凿
子、锉刀等简单工具，生产纽扣、牙刷等小型简
单日用品塑料模具。没有先进的设备，很多人对
于大模具的生产想也不敢想。但是陶永华却不
这么认为，“做最难做的，才能拥有市场主导
权，必须‘啃骨头’。”

1979年，23岁的陶永华干了件大事。
得知上海空调机厂有一款空调模具项目要

开发，陶永华立马奔赴上海，并通过客户和朋友
的介绍进入投标行列。

陶永华与上海空调机厂一家附属厂，签订
了一份加工费达 26万元的模具加工合同。这份
合同包括9副模具，共重达27吨，其中最重的一
副达 5吨。而在此之前，陶永华所在的工厂做过
最大型的模具也只有一二百斤重，承接1万斤重
的模具是无法想象的事，就连当时中国最大的
上海星火模具厂都犹豫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大型锻打设备，就借
用上海造船厂的水压机对模料进行粗加工；车
辆载不了重型模具，就走水路运回黄岩；厂里不
具备相应生产条件，就购买大型万能铣床等设
备……靠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股拼劲，陶永
华等人花了7个多月完成了模具制作。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按照约定时间
将成品送往上海时，3吨和 5吨的模具却发生了
变形。“当时，我急得一宿没睡。”陶永华说，他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仔细排查原因。凭借着多
年生产技术经验，他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又找到
进口模具借鉴其制作技巧，有惊无险地解决了
这个难题。

有想法，敢投入

完成空调模具的订单后，陶永华回到黄
岩，按照规定，厂里一次性奖励他 3万元。在那
个没有大面额钞票的年代，5元一张的纸币几
乎装满一麻袋，陶永华一下子在黄岩模具行业
出了名。

陶永华乘势而上，创办了红旗模具厂，工厂
占地 3亩多。1985年 10月，他又办起占地 9亩的
黄岩模具二厂（陶氏集团的前身）。

认识陶永华的，都说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建厂初期，由于企业设备陈旧落后，生产能力
低，因此市场开拓缓慢。陶永华费了一番心思，
先是聘请了一些懂技术的营销人员去开拓市
场，然后又对装备进行投入。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陶永华从上海机床研
究所购买了一台三轴联动数控铣床，这一气魄
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非常罕见。紧接着，陶永华
带领企业成功开发了上海金星无线电厂的 14
英寸彩电机壳塑料模具。金星无线电厂是当时
国内彩电行业的佼佼者，该模具的成功制造，填
补了国内空白，也为彩电模具的国产化奠定了
基础。

借助这个支点，浙江黄岩模具二厂开始起
跳。1990年，企业年销售达 1200万元，位居中国
模具行业前三。当时的中国模协理事长杨铿前
来考察，称赞浙江黄岩模具二厂“为中国电子工
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4年至 2000年期间，企业平均每年投入
400万元用于技改项目和技术创新项目，诸多产
品获评国内先进水平奖和国际水平奖。

其中，J2988彩电大屏 2幕和全套双缸洗衣
机塑模的成功开发，更是达到国际水平。走在技
术创新前列的陶永华又一次出名了，消息一出，
前来取经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有竞争才有进步”

尝到创新甜头的陶永华，认识到了技术创
新的重要性。此后，几乎每两年厂里就进行一次
技术引进和改造，确保模具产品质量和档次始

终走在行业前端。
2003 年，陶氏模具集团成立。2005 年，公

司引进价值 1500万元的先进设备。2006年，又
投资 1200万元引进国际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
生产及检测设备，以技术和产品创新开拓高新
领域。在巩固汽车、家电行业模具产品的基础
上，着手开发航空件和电子接插件等高尖端精
密模具。

“他的想法总是超前一步。”这是业内人士
对于陶永华的评价。

2008年，陶氏模具开始研发模具智能数据
软件。“人是感情动物、人都有开小差的时候、人
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够长期坚持。”陶永华说，产
品质量是企业根本，未来的产品也会越来越会
注重标准化，自己从业多年，出过错，也获得了
许多经验，“我要利用这些错误和经验设计出一
款软件，人们只要按照软件流程来就可以避免
很多失误。”

就这样，陶氏模具组建起软件团队，历时 2
年，开发出应用于模具行业的一整套标准体系，
软件“模具管家”就此诞生。

这一软件的应用能有效控制生产周期，比
原先提高5%—10%，设计时间提升30%以上、加
工差错率降低 50%、加工效率提高 15%、刀具成
本降低 20%、工艺保障提升 35%、品质合格率提
升25%……

不过，他更欣慰的是，如今他的经验可以延
续给后人，而他所教的“徒弟”已经遍布台州模
具行业。这也是令同行们最佩服的事，他总是不
吝惜自己的经验，并鼓励他人创业。

“有竞争才有进步，陶氏模具要做的，就是
推动模具工业进步。”陶永华说。

台州第一代模具人——

陶永华：做最难做的，
才能拥有市场主导权

图为陶氏模具集团董事长陶永华。

本报讯（记者施 炜）近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2022年度智能制造标准应
用试点项目名单，浙江省共有6个项
目入选。其中，台州占到两席，分别是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的泵业
智能工厂标准应用试点与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汽车行业智能
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标准应用试点。

据了解，此次的智能制造标准应
用试点项目，围绕智能制造标准在制
造业各细分行业中的应用，在全国选
出首批59个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应用
试点，发挥标准对促进制造业转型升
级、引领创新驱动的支撑作用。试点
项目主要围绕智能车间/工厂建设类、
新模式应用类、新技术应用类、供应
链协同类等4个重点方向，试点周期

为2年。
台州入选的两个项目，都属于

智能车间/工厂建设类。比如利欧集
团的泵业智能工厂标准应用试点，
就具备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的智能指
挥中心、高校仓储作业的自动化立
体仓库、保质提量的自动生产线和
利用光伏发电的绿色工厂，通过物
联网技术，将工厂制造过程中的每
个车间、每台设备、每个检测结果进
行实时采集，实现智能化、少人化生
产和智能化、数字化管理。

此次入选，是台州企业探索未来
工厂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试点期间，
上述两个项目将依据相关试点实施
方案，积极推进国家标准的应用实施
探索，为推进构建智能工厂建设领域
先进国家“标准群”探新路、树标杆。

我市两项目入选国家级
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

本报讯（通讯员林 霄）日前，由
浙江舜浦工艺美术品股份有限公
司、温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
会联合申报的“草编非遗保护传承
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以优秀成绩
通过了验收，这也是全省首个立项
的非遗保护传承标准化试点项目。

草编是温岭的传统产业，为调
动企业创建工作的积极性，温岭市
市场监管局开展各级标准化试点项
目培育，向企业宣传争创标准化试
点项目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升企业品牌形象的重要意义，并帮
助企业分析争创条件要求、软硬件
指标及特色亮点优点。2020年，舜浦
公司和温岭非遗保护协会联合申报
的“草编非遗保护传承标准化试点”
项目成功入围省级标准化试点。

创建工作启动后，舜浦公司制
定了《温岭市草编非遗保护传承标
准化试点项目工作规划（2020 年-
2022年）》和《草编非遗保护传承标
准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构建了包
括通用基础标准、服务提供标准以
及服务保障标准，具有草编非遗保
护传承管理和服务特色的服务标准

体系。该体系共计标准 129项，其中
国家标准 79项，行业标准 17项，地
方标准 1项，企业标准 32项，为草编
非遗保护传承省级标准化试点提供
依据和规范。

“我们通过试点建设，推动与高校
合作，带动了产业发展。”舜浦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研学基地的活动，
推进草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规
范化运行，形成了有温岭特色、浙江典
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标
准化创新模式。此次验收，也为全省非
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借
鉴、可推广的“温岭样板”。

近年来，温岭市市场监管局深
入开展“标准化+”行动计划，推进各
级各类标准化项目建设，助力转型
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近 5年累计建
设各类各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22
个，其中国家级 3个，省级 5个，台州
市级5个，温岭市级9个。

接下来，该局将继续拓宽“标准
化+试点示范”，开展各级各类试点
示范项目调研工作，助力温岭在农
业、工业、服务业、社会事业等领域
高标准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温岭草编非遗保护传承
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12月20日，杭温铁路仙居高架站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连日来，
该项目建设者顶着严寒，抢抓项目施工进度，确保各节点稳步推进。

杭温铁路是长三角高速铁路圈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通道，全长31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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