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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在福建旭源纺织有
限公司5G智能物联智慧纺纱生产车
间一角，几排全自动粗纱机隆隆作
响，空中轨道上，空管进而满纱
出，一派繁忙生产景象。

福建旭源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4 月，是一家从福州长乐转
移到尤溪的大型纺织骨干企业，也
是尤溪县打造千亿纺织产业链中顺
源系列百亿龙头的重点项目之一，
总投资15亿元，可年产35万锭高性

能、多功能性纤维混纺纱。
“旭源纺织一期17万锭高智能高

品质混纺纱项目于 2019 年开始施
工，2021年12月底全部投产，新建
成的5G车间长361米、宽86米，仅
一个车间的占地面积就达到3万多平
方米，是全省最大的单体纺纱车
间。目前，月产量达 4000 吨，提供
了近500个就业岗位，2023年产值达
7.1亿元。”福建旭源纺织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林嘉桦介绍，项目采用清梳
联并条自动换桶、粗纱细纱集体自
动落纱、筒纱智能全自动打包等智
能自动技术，实现粗纱到细纱到络
筒再到成纱的无人转运。通过智能
化纺纱生产线搭载纺纱 MES 云系
统，可实现全流程在线数据采集、
监控、操作与预测，让企业能够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

福建旭源纺织有限公司采用的
5G+智能数字式精密纺纱 MES 云系
统，主要包括云数据库、云存储及
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该系统将
先进纺织装备、智能化生产控制执
行系统及云端数据库有机结合，打

造纺织行业内规模化、智能化纺纱
工厂。完成了从成卷机、梳棉、并
条等工序设备的全过程生产监控和
工艺数据的集成及处理，并整合了
实验室质量数据、单锭检测数据和
能耗数据等，直观反映所有品种信
息、指标趋势走向、各类仪器设备
的工作量等，并形成质量台账。

“通过质量台账，我们可以统
计纱线的品种，将同一品种的多种
指标集合到一起，进行提取和组
合，对比和分析同一品种不同时期
的指标，以便工艺调整和统筹管
理。同时，5G智能控制系统可实时
监测所有机台的实时生产效率、产
量，统计千锭时断头数、平均接头
时间等信息，并自动汇总故障锭统
计、落纱/停车情况统计等信息，形
成报表。整个流程均在智能系统内
部进行，无须人为干预，实现了管
理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旭源纺织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曾贤宏介绍，借
助智能分析功能，管理人员还可以
通过5G智能控制中心数据展板详细
掌握机台纺纱状态、产量效率、值
车人员工作等情况，为公司决策提
供数据支持。

“以前的传统纺纱车间，每一生
产环节都要人工介入，万锭用工人
数得 100 多人。现在在 5G 智能物联
智慧纺纱生产车间里，万锭用工人
数 只 要 15 人 ， 用 工 数 减 少 了 约
75%，产量也提高了近 30%。”林嘉
桦说。

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是主

体。面对近些年的市场需求萎缩、
库存压力加大等困难，尤溪县深入
贯彻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把
数字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
向，制定了 《支持工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在工业技改升级、
产品创新、企业创新等方面制定了
支持奖励政策。

“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很好的营
商环境，出台了许多相关优惠政
策，如技改补贴政策、组织外省市
招聘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对我公司
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也坚定了我
们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林嘉桦
说，在政策的引导下，旭源纺织正
加快向高端化转型，依靠产业数字
化改造，降低了行业成本，提高产
品附加值，实现了企业逆势上扬发
展的良好势头，其中，2023 年用电
量较 2022 年增长 43.07%，税收 1155
万元。

眼下，旭源纺织二期项目已于
今年初动工建设，项目规划新增 20
万纱锭规模，可新增营收5亿多元。

“今年，旭源纺织将建立智能仓
储系统，出入库等工作将全部由机
械操作，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我
们将继续以品质和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做大做强‘纺纱—织造—染
整’产业链，为纺织行业数字化生
产探新路，最终成长为一座以智能
制造为引领、信息技术为支撑，纺
纱万锭用工个位数、24 小时不间断
生 产 的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 黑 灯 工
厂’。”林嘉桦说。

数字赋能 打造百亿龙头企业
●尤溪记者站 肖 丹 文/图

瞄准装备制造产业链转型升级所需，全面建设5G

智能物联智慧纺纱生产车间，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云平台等多种方式，从“点”发力、用“线”串联，对

研、产、供、销全过程实现要素资源精准管理、高效配

置……近年来，福建旭源纺织有限公司围绕数字赋

能，加快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2023年

经济指标逆势增长。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公司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眼下，数智化成果正反哺着

企业生产运营的方方面面，撬动企业订单屡创新高。

福建旭源
纺织有限公司
5G 智能物联
智慧纺纱生产
车间一角

▲ 郁郁葱葱的竹林
◀ 鹏程竹业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挑选竹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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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生态乡”——建宁县溪源乡，也是“明笋之乡”，全乡毛竹林总面积10万亩，占全县三分之一，

人均拥有13亩竹山，年产值1.6亿元，是全县万亩丰产竹林特色产业基地，村里几乎每家农户的房前屋

后，都有笔直参天的毛竹。

这里的人爱竹，更依靠竹，毛竹滋养着这一方土地。作为我市竹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建宁县从创新发

展模式入手，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起点发展竹加工业，探索出一条“以二促一带三”的发展模式，即

重点发展竹材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促进发展以竹资源培育为主的第一产业，竹商品开发、品牌打造、规

模提升上下功夫，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了资源增量、产业增效、林农增收的多赢格局。

创新力量 引领竹产业节节高
●建宁记者站 曾 程 文/图

竹笋是餐桌上的美味，竹子可以
制作成精美、实用的竹制品，竹粉可
以培育竹荪……一根小小的竹子，全
身上下都是宝。

建宁县拥有林地面积 201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78%，良好的生态环境
为笋竹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全县竹林面积达37万亩，现有
笋制品规上企业12家，竹加工规上企
业10家，2023年笋竹产业产值达12.5
亿元，其中笋制品市场份额约占全市
三分之二。

味蕾跳起来

3月18日，走进建宁县味蕾跳动
食品有限公司，崭新的厂房、精良的
设备和井然有序的生产场景，都让人
感受到这家笋产品加工企业的活力。

清洗、切丝切片、日晒干燥、包
装……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
发往长沙的订单。“目前，公司每天
生产两万包，包括脆笋、炭烤笋、烟
笋等。”公司董事长黄善忠说，“再过
十几天，公司就会更忙了，春笋开始
挖，工人们就得加班了。”

这家公司成立于2020年，占地面
积25308平方米，拥有标准厂房9700
多平方米。依托科研院所雄厚的技术
力量，公司建立了企业技术中心，生
产开发“味蕾跳动”等品牌系列笋制
产品，产品产销率达96%，大大地提
升了笋产品的附加值。

“去年底到今年正月初的时候，

订单非常多，每天生产5万多包，工
人们平均每人的工资都超过5000元，
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附
近的百姓增收。”黄善忠说。

受益的不仅仅是工人，还有很多
笋农。家住素有“明笋之乡”溪源乡
的黄友祥，承包了 400 多亩的竹林，
仅仅卖笋，一年就可以挣20多万元。

“去年，我一共请了13个专业挖
笋的村民，每人每天给他们 450 元，
还包吃包住。”黄友祥说，自己还成
立了翔飞家庭农场，邀请农民朋友
帮自己挖笋，带领更多的笋农一起
致富。

笋产品的发展前景如何？
黄善忠告诉记者，很多前一两

年来南方打工的北方人和西部地区
的人，把吃笋的习惯带回家乡，笋
产品被全国各地的人接受，大家都
爱吃笋，所以整个行业的前景非常
乐观。

有前景，还得有创新。今年，公
司把主要精力放在笋预制菜产品生产
上，泡椒春笋、葱油春笋、酸菜春笋
等产品已陆续上市，下一步还将研制
更多新产品。“今年，我们的目标是
营业额突破5000万元，同时继续加大
厂房和设备的投入，把规模做大、做
强。”黄善忠信心满满地说。

竹子用起来

一根小竹子，撑起一个产业链。
连日来，在建宁县均口镇鹏程竹业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锯竹、开片、捆
扎、碳化、分类……工人们正制作一
批竹板材，为南平一家竹制品公司提
供半成品。

这家竹企年消耗毛竹3万吨，可
生产竹板材 6000 立方米，年产值
3500 余万元，创利税 300 余万元。
2020年以来，公司耗资336万元采购
新设备，对厂房进行调整改造，产能
进一步提升。

“我们有员工80多名，都是本地
人，收入稳定。”公司负责人吴安洪
介绍，从采购原材料、普通员工务
工、竹产品运输，再到为竹制品成品
公司提供半成品，公司作为关键一
环，成功地串起了这个产业链。

作为建宁县今年以竹代塑的重点
培育企业，鹏程竹业也有了新的发展
方向。“我们在濉溪镇斗埕的新厂房
也已投入使用并开始生产了，目前主
要是以制作挂衣架、浴缸架、刀叉架
为主。”吴安洪说，“今年公司加大新
厂房的投入力度，把重点由半成品向
成品转移。”

“竹制品加工产业是绿色环保行
业，以竹代塑也是发展的趋势。我们
帮助鹏程竹业争取了40.9万元省级笋
竹精深加工示范县项目补助，提升各
类硬件设施。”建宁县林业科技推广
中心主任郑振岳说。

政府重视，原材料丰富给企业发
展增添了信心。公司周边毛竹面积
大，可从县内的均口、伊家、黄埠、
客坊及邻县的宁化安远、明溪夏坊等
乡镇采购。同时，将加工竹条刨削后

的下脚料制作成环保碳棒，用于烧烤
和取暖，不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还
带动林农增产增收，有效解决农村剩
余劳动力，促进竹产业发展。

“笋竹产业是我县林农的支柱产
业之一。为推动笋竹产业高质量发
展，我们整合了全县的笋竹资源，成
立笋竹产业协会，通过抱团取暖的方
式，合力推进笋竹产业发展。同时，
抓紧建设笋竹产业展示馆、竹票开发
研究、与第三方洽谈中长期笋竹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积极打造国家级笋制
品精深加工示范园，打造独具建宁特
色的笋竹产业集聚区和示范区。”建
宁县林业局负责人张宇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