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春丛：晋江应培养更多“灯塔工厂”
本报记者 蔡明宣 董严军 文图

几十台物流机器人在一排排货
架间来回穿梭，AGV迷你机器人实
现零拣作业，搭配自动码货机器人手
臂及RFID标签……在位于陈埭镇的
安踏集团一体化产业园一期项目智
慧物流中心车间，安踏集团一改传统

“人找货”的物流分拣模式，实现了
“货来找人”。

有别于传统物流拆零作业现场
人员满满的场景，在这个车间里，只
在拆箱和拣货环节有少量的工人，这
正是因为安踏在物流端实现了行业
领先的“数智化”。

安踏一体化产业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作为安踏集团全国最大的物
流中枢之一，该产业园从 2021年 11
月上线了“货到人”箱式仓储机器人
设备，极大地提高了拆零出库能
力。“项目占地 5000平方米，货架高
度 5.2米，设计 11层，峰值存放 2万
箱，最高可存放 80万件服配。同时
配备 53台AGV机器人、11套装卸料
机，实现通过AGV机器人自动搬运
货品到拣选站替代原先的人到货位
拣选，整套设备实现每小时 20000
件的拆零产能，支持单日配发 5000
家门店。”

当下，先进的设备、技术，搭配
合理的软硬件方案，安踏结合自身
生意模式，在数字化领域引入外部
资源的同时，积极推动自主研发创
新，形成智慧物流体系。

“现在，我们通过数字化打通从
工厂到各级仓、终端门店、消费者的
全流程信息流，实现各环节信息互联
互通、全程可视、自动寻仓、分配库存
等，以最优方式实现订单交付。”上述
负责人表示，以RFID技术为例，安踏
可以在工厂、仓库、门店的收发环节
实现无接触式扫描，极大提高作业效
率，同时可有效溯源、防伪，确保将高
质量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作为国内体育用品行业的绝对
龙头，近几年，安踏持续投入数字化，
并将数字化作为集团两大战略之一。

“伴随安踏集团单聚焦、多品牌、
全球化的战略发展，也亟需构建一个
以客户为中心，多品牌共享，生产、流
通全价值链贯通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以提升供应链的敏捷响应和海量订
单交付能力。”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安
踏集团已打造 OMS+WMS+WCS+
TMS+BI的全链路数字化供应链系
统，在安踏、斐乐、威尔胜、斯潘迪等
品牌率先使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继续加码数字化、智能化，安踏
集团正加紧建设产业园二期项目。
当前，该项目已经基本完成建筑施
工。项目将采用miniload、多层穿梭
车、货到人拣选等目前行业最领先
的智能化物流设备和方案，预计到
2023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届时，
二期整体运营效率预计提升 2倍以
上。

在信泰集团的研发中心检测实验
室，众多面料正在被一轮轮地反复检验
和测试。得益于数字化转型，在实验室
里面检测出来的数据都会形成报告，上
传到集团内部检测系统，从而共享给研
发端、销售端，让检测环节也融入信泰
集团数字化生产的全流程中。

从 2015年开始，信泰集团就开始
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在集团内部
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成效，从研发、生产
到销售技术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信泰
集团副总裁许金泰以经编为例介绍，通
过数字赋能，信泰经编车间每台设备的
数据采集已经达到了 100%，生产效率
提升超 20%，产品不良率下降近 80%，

人工成本节省超30%。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经编这一核心

业务，信泰提出了“SincetechPDA经编
生产管理App集成应用解决方案”，从
生产监控、仓储管理、数据应用和管理
升级四个方面展开，提升经编网布生产
管理，促进了集团数字化转型升级，将
集团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融
合。值得一提的是，该方案入围了2021
年工业互联网App优秀解决方案。

数字化转型不仅作用在生产端。
如今，信泰的客户可以通过 TextileLi⁃
brary App阅览到所有产品的详细信
息。“这两年疫情期间，我们和战略合
作伙伴通过这个 App进行有效、快速

的产品对接，实现客户产品个性化需
求的开发。”许金泰拿出手机打开Tex⁃
tileLibrary App说，“它使得产品研发
沟通更便利，效率至少提高了 30%。”

为了更好地开拓客源，信泰还上线
了“源选”App，“该App链接了研发端
和销售端，让我们的产品直接面向客
户。”许金泰告诉记者，TextileLibrary和

“源选”这两个App的数据都来源于信
泰自主开发的仿真系统，“仿真系统储
存了我们所有产品，包括刚开发出来的
新品，是我们的材料大数据库。”

“工业互联网的基础是智能制造，
起点在设计，难点在建模，焦点在仿
真。我们导入了仿真系统、工业 CAD

系统和 PLM系统，这三大系统贯穿信
泰产品研发和销售环节，可以更好地
解决研发设计及创新难题。”许金泰进
一步介绍，研发数据来源于客户，打通
了各个系统，企业就可以有效读取产
品下单量、点击量、收藏量等各项数
据，并进行串联，更加精准地分析、把
握客户的需求，实现产品研发和升级。

“实现数字化转型，让全流程信息
贯通，信泰将更加高效、更加敏捷，更好
地解决用户需求。”许金泰表示，准确快
速解决用户需求，必然可以提升企业的
竞争力。许金泰表示，未来，信泰集团
会依托互联网的技术，助力纺织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

走进华宇铮蓥集团智慧经编生
产园区指挥控制中心，超大屏幕上显
示着几百台设备的运行实时状态，比
如订单生产的进度、品质监控、设备
维护保养等。华宇铮蓥集团通过打
造的数字化工厂，数据实时采集为管
理提供依据。

在华宇铮蓥集团织造5车间里，
89台经编设备正飞速运行着，偌大的
车间里只有少数的员工。据介绍，华
宇 8个车间共有经编设备 800多台，
均搭上了数字化快车。目前，已经有
七个应用场景在该智慧经编生产园
区实施，包括在线检测、MES数据化
检测、5G应用、找布系统、智能仓储、
智能输送、智能配送的应用场景。

2019年，华宇铮蓥集团投资 35
亿元建设智慧经编织造生产园区，目
前，企业数字化生产已经逐步实现。
自数字化生产实施以来，华宇设备开
机率从75%提高到95%，产品研制周
期从平均 30天缩减到 15天，产品不
良率从25%减少到5%。

“在没有实现数字排产的情况

下，要统筹 800多台设备，实现现场
调度及计划排产，华宇织造至少需要
8个人 8小时满负荷工作。现在，只
需要一个计划排程，一两个小时就可
以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大大提升排产
效率，而且更科学。”华宇铮蓥集团信
息管理中心总监郭阿炎表示。

在郭阿炎的讲解下，记者观摩了
多个运用场景。基于 5G网络的覆
盖，华宇织造通过与高校合作研发了
经编视觉检测系统。这一系统，实时
在线检测，可以实时看到整个纱线在
哪个位置，第几条纱线出现了断纱的
问题，并及时指派员工进行处理，避
免次品的产生，提高产品的质量。

“随着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各个
应用场景的实施，加快了企业转型升
级及整个智慧化、数字化的提升，带
来了很大的效益。”华宇铮蓥集团总
裁苏成喻告诉记者，华宇这个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将成为集化纤、经编、
印染为一体的国内最大的经编纺织
示范基地，可提供就业岗位超 1800
个，预期年产值将达30亿元。

在卡尔美 3D试衣间，数字化虚拟
设计师可以根据试穿者的身高、身材、
肤色等元素进行量身定制。

“以前设计每一个款式都需要多
次打版和制作，改变一处就得重新做
一件，现在应用 3D虚拟设计软件，可
以直接在电脑上模拟不同的身材、肤
色、性别、年龄，并进行调试，只做一件
样衣就能交付给生产，减少了研发时
间和成本。”卡尔美打版师主管周军介
绍。

3D虚拟设计只是卡尔美数字化

的开始。卡尔美通过云端大数据、AI、
5G技术，一件衣服从设计、制作成衣
到销售、售后都已经实现了流程数字
化。

“衣服各部分裁片被挂上自动吊
挂线后，顺着自动吊挂线走一圈变成
了一件成衣。”在卡尔美成衣生产车
间，一条条垂悬的自动吊挂线整齐排
列，只见裁片随着自动吊挂线被送到
了站位，在该站位工人完成自己的车
缝环节后，又随着自动吊挂线进入下
一个站位。在AI技术的加持下，自动

吊挂线能够根据员工的作业熟练程度
及工作疲劳度适时进行调节。在该车
间的墙壁上悬挂着两个大屏幕，“屏幕
上实时跳动着生产动态数据，借此可
以了解到当前生产线上的订单总进
度、生产动态进程、生产品质等。”卡尔
美生产经理徐海用告诉记者，目前在
卡尔美不同车间都能看到类似的显示
屏，数据管理者可以以此更加精准地
进行决策。

卡尔美智能工厂中心也是整个智
慧工厂的大脑，在这里，AI实时监控着

每一个生产环节，及时发现如生产原
料不足、设备故障等问题，并通知人员
来解决。

“通过近两年的数字化改造，我们
的运营成本下降了 15%，运营效能提
升了将近20%。”卡尔美总经理柯永祥
表示，接下来卡尔美将应用一些更新
的技术，比如在最重视的质量环节，通
过AI图形识别技术来提高质检的精确
度；在供应链上下游平台及产业端，也
将通过信息化技术的串联，提高各方
协同合作。

在昨日举行的2022年晋江市企业创新发展大会上，在央视现场视频连线中，安踏、信泰、华宇、卡尔美等4家晋江数字化
转型标杆企业，展现了各自在供应链多个环节“数智化”的最新应用成果，也用数字化带来的实际成效，激发更多产业企业紧
随晋江“数智转型”重大发展战略，迈向新的发展格局。

安踏一体化产业园：
数智化让质效齐飞

本报记者 柯国笠

华宇：
打造智慧园区
搭载“数字化快车”

本报记者 曾小凤

信泰集团：数字化转型贯穿全流程
本报记者 柯雅雅

卡尔美：降本增效 优化协同合作
本报记者 柯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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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晋江可以抓住这波产业数字化转型机会，打造
一批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基地。”鲁春丛说。

在数字化升级方面，鲁春丛建议，晋江可建设国家工
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鞋服纺织分中心，从管理上云、业务
上云、设备上云等多个领域，全面赋能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

此外，鲁春丛表示，晋江大力发展数字化，还需要从
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入手，面向大型企业，输出转型
经验及能力，建设智能场景及工厂；面向中小企业，以开
展中小企业数字化促进工程、中小企业数字产品服务及
中小企业数字转型对接等。

晋江数字化发展之路，不仅要有战略，有标杆企业，
更需要有数字化人才。

“培育壮大数字化产业人才，是晋江发展数字化的重
中之重。”鲁春丛认为，晋江需面向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强
化数字技能和转型实践。如前瞻布局高等教育，发挥职
业院校带头引领作用，培养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助力晋
江构筑工业互联网产业人才高地。同时，可依托工联院
权威标准和相关资质，大力推动晋江产业技能人才培养。

昨日下午，2022 年晋江市“智造融合·数创未来”企

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晋江举行。会上，中国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院长鲁春丛作“打造数字化转型的‘晋江模式’”主

题演讲。

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四年
多以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了突
破性的进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应用模
式持续深化、应用范围快速延伸。

“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要看
到，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
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还存在
诸多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行业数字
化水平的差异大，既懂工业又懂数字
化的人才缺乏，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投
入大、周期长等一系列问题。”鲁春丛

分析指出。
他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提升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能
力，夯实技术产业技术，加快 5G工业芯
片模组、智能传感终端、基础工业软件等
领域的创新突破；要进一步深化融合创
新应用，持续扩大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广
度和深度，激活数据要素的潜能，提升企
业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构建跨界融通
的生态，开展多方的团体赛，加强产、学、
研、用的协同创新。

在本次大会上，鲁春丛分享的“灯塔工厂”概念
备受关注。他指出，一批来自中国的“灯塔工厂”正
在获得全球瞩目，依托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帮助
业内尚在成长期的产业力量更快速、有效地建立自
身竞争力。未来的晋江，也应该在各行各业培养起

“灯塔工厂”。
鲁春丛认为，“灯塔工厂”对中国制造业的数字

化转型起到三方面作用。首先是示范作用，“灯塔工
厂”运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强对企业研产供销
服的全方位改造，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对于行
业内其他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具有示范和带动作
用；其次是协同作用，“灯塔工厂”大都是所在行业的
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在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运用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融入数字化创新生态，加强与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带动大中小企业协
同转型；最后是赋能作用，“灯塔工厂”的建设过程，
是企业OT、IT、CT、DT深度融合的过程，目前，部分

“灯塔工厂”已经开始输出解决方案，为相关企业数
字化转型赋能。

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各行各业培养“灯塔工厂” 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基地

鲁春丛

2022年晋江市企业创新发展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