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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柳永伟 通讯
员 毛俊乐）昨日，龙泉市岩樟乡
郑庄村灵芝种植基地里，一株株
乒乓球拍大小的灵芝进入了产
孢期，工人们忙着给灵芝铺纸、
套筒，静待采收孢子粉。

“一般来说，一亩地能有 1万
至 2 万元利润。”基地负责人郭
建良拥有 31年的灵芝种植经验，
今年种有 35亩灵芝，相较去年增
长了近 3 倍，预计可采收近 3 万
斤孢子粉。据了解，该基地已同
一些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所产的
灵芝孢子粉除破壁外，也进行加
工提取灵芝孢子油对外销售。

位于西街街道周村村的“石
斛花开”共富工坊，近期也迎来

了石斛花盛放期，每天都有游客
慕名前往赏石斛花、品石斛茶、
尝石斛鸡，购石斛系列产品。

该共富工坊占地面积约 650
亩，设有种植大棚 8 个、小棚 66
个，主营石斛种植、加工、生态休
闲游等业态。去年，该共富工坊
年产值超 3800万元，带动村集体
增收23万元，年发放劳务工资300
万元，流转村民土地年租金超 30
万元。同时，该工坊年吸引游客5
万人次，带动周边 10余家农家乐
（民宿）和水果采摘区持续发展，
经营收入超过500万元。

在浙江渊健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车间里，几台加工机器不停运
作，一包包三叶青冻干粉有序产

出。作为一家集中药材种植、加
工、研发于一体的企业，该公司聚
焦三叶青、灵芝孢子粉等特色中
药材的代加工业务，通过现代化
生产技术，有效解决了中药材储
存难题，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

近年来，龙泉市充分利用道
地药材资源禀赋，以建设“道地
原料基地”为目标，以提升标准
化基地、培育领军企业、规范市
场管理为抓手，努力提升中药材
产业化水平。通过研究集成推
广综合技术、组建产业技术创新
与推广服务团队、聘请首席专
家、落实产业扶持政策等，龙泉
市逐步形成以灵芝、铁皮石斛、
黄精、三叶青、七叶一枝花等传

统道地药材为主导的良好格局。
2024年，龙泉市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 34827 亩，实现产值 1.76
亿元，并在 2024年度丽水市品质
农业全产业链考核中，以综合评
分第一的成绩获 333万元专项奖
补资金。

“目前，龙泉市 19个乡镇（街
道）均有中药材基地，现有种植
药材物种 23个，其中新老浙八味
品种有灵芝、铁皮石斛、温郁金、
三叶青、浙贝母、覆盆子、西红花
等。今年以来，新增栽培面积
1300余亩，其中‘四大药材’种植
面积达 1100余亩，年产值有望超
过上年。”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农
艺师吴志鹏介绍。

2024年实现产值1.76亿元

龙泉中药材产业“多点开花”焕新机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
员 邢玉超 李泽华）初夏时节，
庆元佳文家庭农场淤上乡塘根
村的基地里，10 余名工人正对
茯苓进行采挖。不久前，该家
庭农场首批 13 万斤茯苓被来自
安徽安庆市的收购商储昭金包
销。

茯苓又名云苓，在《本草纲
目》中被誉为“四时神药”，其对

生态环境要求较高。“庆元茯苓
皮薄肉白，品质上乘，有多少我
们要多少。”储昭金说。

看准大健康产业风口和庆
元优良的生态环境，2023 年，家
庭农场负责人叶德军赴外地考
察学习，引进松蔸（松树砍伐后
残留的树桩及根部）茯苓种植技
术。目前，他在县域种植松蔸茯
苓 1000多亩。

过去松树被砍伐以后，被视
为废弃物的松蔸长期闲置在山
场中，造成资源浪费。叶德军
利用这些松蔸栽培茯苓，不仅
变 废 为 宝 ，还 能 实 现“ 一 次 栽
培、多年采收”的可持续经营模
式。

“种植不占耕地，投资风险
小，技术门槛低。”叶德军说，松
兜茯苓项目非常适宜林农推广，

茯 苓 亩 均 收 益 可 达 3000 元 至
4000元。

庆 元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86.35%，是浙江省以松木树种为
主的重点林业县之一，松蔸资源
丰富。该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
主任胡雅琼测算：“松蔸茯苓的
转化率超 50%，100 公斤松树根
能产出 50公斤茯苓，全县发展茯
苓产业年产值可达 2000万元。”

庆元茯苓产销两旺

本报讯（记者 江敏 通讯
员 王泽 李慧君）连日来，遂昌
县应村乡高棠村田铺自然村的
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
一块四季豆田里，村民唐紫香正
俯身摘取四季豆。“靠这些四季
豆，一年下来能挣三四万元呢！”
唐紫香笑着分享丰收的喜悦。

据悉，在田铺自然村，村民
种植四季豆已经有 20多年历史，
目前全村种植四季豆近 300 亩。
得益于该村四季豆的优秀品质，
每年到了采收季，收购商主动上

门收购，预计年收益超 200万元。
丰收的喜悦同样蔓延到了

应 村 乡 应 村 村 的 辣 椒 种 植 基
地。今年首批辣椒已经挂满枝
头，进入采摘期。基地管理员王
亚平介绍，目前辣椒种植面积 30
余亩，预计产量 4.5万斤，村集体
增收超 15万元。

“半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
荒地。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帮助村民在荒地上种植
辣椒。”正在采摘辣椒的王亚平
说，在精心管护下，辣椒产量不

错，行情也挺好，收购商每周会
到村里收购，以每公斤 8元至 12
元的价格运往杭州、金华等地
的生鲜市场，“现在光是辣椒，
我们就可以采到 10月份左右。”

近年来，应村乡大力开展土
地复垦工作，在低产低效耕地
上做文章，不仅盘活了闲置土
地，还激发了村集体经济的活
力。今年，应村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
建立“辣椒+芥菜”轮作种植基
地，巧妙运用辣椒生长期长的

优势，在霜降前持续采收辣椒，
秋冬时期则种植芥菜弥补土地
空窗期，实现了“一地双收”。

“下一步，应村乡将持续探
索‘合作社+农户’‘村集体+企业
’等模式，鼓励企业、合作社与农
户合作，发展订单农业。通过蔬
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断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致富。”应村乡乡长杨伟尔说。

应村乡盘活撂荒地种出“致富菜”

图为工人们正在采收石斛花图为工人们正在采收石斛花。。 记者记者 贾恒贾恒 摄摄

锯力煌深耕缙云 40 余年，从传统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智
能制造企业，这一路走来，我深知没有
捷径可走。从父亲那一代拆解旧机床
创业，到今天我们与国际领先企业同台
竞技，我想，秘诀就是永远要相信创新
的力量，敢啃“硬骨头”、肯下“苦功夫”。

制造业的真理很简单：没有技术“护
城河”，终将被淘汰。我们用造汽车的标
准做锯床，零件通配率做到100%，背后是
生产线大换血、研发团队日夜攻坚。正是

这些“苦功夫”，才打磨出了“硬科技”。
更让我自豪的是，中国制造正在打

破“低端宿命”。2022年，我们的锯床首
次出口德国，德国同行主动邀约交流时，
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商业成功，更是一种尊
严——中国工匠的智慧值得世界尊重。
眼下，我们正构建“工业4.0数字化智慧锯
切世界”。锯力煌的历程印证了一个道
理：制造业的升级，不仅是风口上的跃进，
而是一代代人坚守“科技+匠心”的长
跑。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跑下去。

用“苦功夫”打磨“硬科技”
浙江锯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斌胜

企业家说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锯床是一个
低附加值产业。锯力煌用极具高新技
术含量的产品，打破了大家对这个传
统产业的刻板印象。科技创新，已经
重新打造了缙云的“锯匠基因”。

企业最大的优势是创新。传统产
业并不代表落后产业，只有落后的产
品，没有落后的产业。从锯力煌一代
又一代的产品迭代上不难看出，只要
持续地去了解用户、了解市场，针对痛
点难点研发创新，勇闯新路，做出好的
产品，传统产业也能大有可为。

锯力煌的突围之路，是一部“创
新辩证法”的生动教材。看似“激进”
的选择背后，是对用户痛点的精准洞
察。当 EHA 技术的精密算法破解高
温合金的锯切难题，当 AI 芯片让传
统机床拥有“思考”能力，锯力煌的故
事给予我们双重启示：于企业，要敢于
把“冷板凳”坐热，用十年磨一剑的定
力打破天花板；于产业，需警惕“低端
锁定”陷阱，唯有将创新思维与工匠精
神融合，才能让“中国智造”的招牌历
久弥新。

创新打造“锯匠基因”
记者 曾翠

记者手记

（上接第一版）
他的想法与父亲并非没有分歧，甚

至曾“吵到不能同桌吃饭”，但创新的决
心最终压倒求稳的顾虑。锯力煌开始
了颠覆传统的十年研发之路。

“要做到标准化，就要通配生产。”李
斌胜说，锯力煌用做汽车的标准来研发标
准化带锯床，几乎是全数更换生产设备，
200多万元的激光切割机一口气买了 3
台，20多名研发人员扎进实验室埋头苦
干，为的就是从源头开始就精准把控，实
现标准化生产。目前，锯力煌是国内锯床
行业唯一实现零件100%通配的企业。

2019年锯力煌第一台完全标准化
生产的带锯床面世了。这款名为“锯匠
1.0”的新产品，寓意以匠心和匠造重新
定义锯切。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其搭载的“锯
匠”AI全智能锯切系统1.0堪称“破局利
器”。系统中的EHA精密液控技术可大
幅提高切割效率和精度，绝活是可以切割
硬度高、韧性强、极易黏刀的高温合金。

EHA技术通过数学建模算法，将锯
切精度控制在十微米级，较传统液压系
统提升 1000 倍。与此同时，它可以精
准控制锯切环境过程中的各种参数，每
一毫秒计算一次，检测锯带上每一个锯
齿的受力状态，实时调节进给，让锯齿
始终保持在最佳的压力状态，以最小磨
损实现最快锯切，大幅度提高锯条寿
命。“有了这个‘AI大脑’，新的带锯床无
论是效率还是使用寿命，一台抵得上 3
台。”李斌胜介绍。

在锯力煌的锯博物馆，记者见到了
这台银灰色的“大家伙”，并体验了智能锯
切：只需在显示屏上选择材质、形状、直
径、尺寸和条数，按下启动键后，锯床就自
动开始切割。不到一分钟，直径100毫米
的中碳钢就被完整切下，切口平整光滑。

“以前得请老师傅带几个月才能上手，现
在全看参数。我们是国内唯一成功将
EHA精密液控技术应用到锯床的企业。”
锯力煌总经理助理陈瑞雷介绍。

“锯匠1.0”一经上市，就在市场上掀
起了一阵风暴。此后经过迭代升级，目
前锯力煌最高端的“锯匠”系列机床不仅
实现了进口设备的国产替代，还为用户

节省了30%以上的采购和使用成本。
当第一台带锯床在壶镇老厂房轰鸣

运转时，或许没人想到，20多年后，这家
企业会让中国锯床叩开德国市场大门。
2022年，锯力煌与全球金属锯床龙头企
业——德国MEBA公司合作，使钣金焊
接件实现100%机械激光焊接，打造了全
新系列产品，实现了中国向德国出口锯床

“零”的突破，目前已累计销售上百台。
“2023年我去参加德国汉诺威机床展，德
国机床企业主动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展位
参观探讨，那一刻，我有一种中国制造被
世界认可的深深自豪感。”李斌胜说。

如今，锯力煌生产的锯床遍布全球
40多个国家或地区，去年内外贸销售额
达3.8亿元。

科技创新为锯力煌赢得了行业领
先地位，但锯力煌创新的脚步并未停
歇。2020年，锯力煌就开始基于数字化
锯切单元，步入“3.0未来工厂”领域，打
造了塔机行业首条型材下料的黑灯产
线——型材下料“智能工厂”，分为 6条
子产线，自动化程度100%。

目前，锯力煌已完成与中联重科的
型材下料“智能工厂”项目合作。从上
料、生产到转运，“智能工厂”自动化生
产，从传统的所需 50余名工人，减少到
只需 3名巡检员即可。陈瑞雷说：“我
们希望帮客户实现‘无人驾驶’。”

2020年，锯力煌获评“浙江省隐形
冠军”企业，2021年成为国家级专精特
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高度创新的背后是研发的高投入，
锯力煌对“锯匠 1.0”的研发和设备投入
高达近 2亿元，超过了彼时锯力煌一整
年的销售额，如今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
占比也超过4%。目前锯力煌共有国家
专利 240个，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16项、
浙江制造标准3项。

对于未来，锯力煌有更加深远的布
局。李斌胜介绍：“我们正在构建‘工业
4.0数字化智慧锯切世界’，在现有基础
上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延展，以智
能芯片实现万物互联，为客户实现云端
在线检测、诊断、运维等全方位的服务。”

从“1.0”到“4.0”，锯力煌锯床产品
上的“智慧大脑”仍在进化……

给锯床装上“智慧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