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天科技：海上“风光” 无限好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乔翔

南通之东、黄海深处、碧波之上，一排排风力发电机组的叶片迎风旋转，源源不断地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清洁电力。 完成这一使命的关键一环，正是敷设在海底的一根根海缆。

作为海上风电项目并网的前提，“下海越洋” 的海缆是中天科技的重要业务板块。 中天科技开发的“大长度、大水深、大容量、高电压、低成本” 系列海缆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天科技也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海缆专业制造商之一。

1992年起步于光纤通信业务，三十载时光刻刀，不仅雕琢出中天科技作为光纤通信领域全球领军企业的英姿，也一笔一画地勾勒出了中天科技在海洋通信、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脉络。

逐“光” 追“风”

还未走进中天科技，远观厂区，一座高逾百米的细长塔楼便映入眼帘，引起了前来调研的中国证券报记者的注意。

经工作人员介绍，这座高塔运转着三条立式全进口VCV交联生产线，被称为“光电缆之王” 的海缆核心组件正在其中生产。

一走进车间，长且沉重的海缆堆放其间，令人震撼。 这些“大家伙” 虽看似笨重，含“科” 量却极高，正是中天科技30年来不断向精益制造看齐的缩影 。

海缆业务，为中天科技斩获了许多“第一” 的荣誉：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海缆企业、第一家进入欧洲高端市场的海缆总包供应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海缆业务不仅承袭了中天科技的起家业务———光纤通信的高标准，更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

早在1999年，中天科技便极富前瞻性地布局海洋领域，成功研发生产出国内第一根商用海底光缆。

“海底光缆是光纤光缆的‘皇冠’ 产品。 我们创造性地将1999年成功研发的光纤复合架空地线中的不锈钢光纤单元应用于海底光缆。 借助光纤保护的关键技术突破，这种海底光缆成为中天科技进入海底光缆行业的‘敲门砖’ 。 此后，我们还陆续研发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复合缆等系列产品。 ” 中天科技旗下公司中天海缆董事长薛建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海上风电行业的发展，追“光” 而生的中天科技将目光投向了“向海争风” 的风口。

“海上风电建设无疑会拉动海缆订单量。 特高压柔性直流海缆技术的成熟也会催生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 ” 对于行业的发展前景 ，薛建林的观点十分明确 。

从行业层面观测 ，全球正处在新能源逐步替代传统能源的过渡期 ，多个沿海国家也在积极推动海上风电的发展。 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2022全球海上风电报告》预计 ，2031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达到 370GW，海上风电发展潜力巨大。

“在海上风电场逐渐向深远海发展的趋势下，物理距离的增加使高压交流海底电缆所产生的电力损耗、电压下降和经济性等问题成为行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痛点。 ” 在薛建林看来，与交流海缆相比，柔性直流海缆具有输电距离长、损耗小、线路建设成本低等优点，是建设大容量、远海风电场建设及洲际能源互联的关键装备 。

在此背景下，柔性直流海缆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 据介绍，中天科技应用于江苏如东H6、H8、H10的±400kV直流输电线路长度达108km，实现了我国海上风电直流电力传输电压等级、传输长度的双突破，为深远海海上风电建设提供技术储备。

在交流海缆领域，公司开发的国内首根三芯110kV、三芯 220kV交流海缆在海上风电项目的成功应用，拉开了我国三芯高压海缆应用的序幕。

今年以来，中天科技已陆续斩获丹麦海上风电项目、德国波罗的海海上风电项目等。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公司目前拥有江苏 、广东和山东生产基地，海缆产能储备达百亿元 ，订单份额居国内前列。

摘下“皇冠上的明珠”

海缆这个彰显实力的高科技领域，历来都是海外巨头角逐的竞技场，难觅中国企业身影。 但是，经过持续攻坚克难，中天科技的海缆业务正逐步渗透至海外。

做先行者谈何容易！ 对这一点，30年前向光纤通信领域转型的中天科技，或许理解更为深刻。

“作为生产光纤、制造光缆最重要的基础材料，光纤预制棒代表光通信技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光通信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中天科技董事长薛济萍告诉记者，虽然当时国内相关企业已具备光棒拉丝、光纤制缆的工艺，在庞大的国内市场中“过得还不错”，但实则危机四伏。

“当时，光缆的核心原材料光纤预制棒主要从国外进口，而光纤预制棒的利润在产业链中的占比近七成。”薛济萍回忆道。

在“夹缝” 中求生存的艰难环境不仅没有击垮中天科技，反而成为努力奋发的动力源，中天科技决定自主研发光纤预制棒技术。

引 进 、 消 化 、 再 创 新 。 经 过 多 年 摸 索 ， 在 中 天 科 技 光 纤 预 制 棒 项 目 带 头 人沈一春的引领下，公司创造性地采用全合成工艺路线。 2011年5月，中天科技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预制棒试生产成功，一举摘得这颗光通信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

精思傅会 ，十年乃成。 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中天科技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全合成光纤预制棒生产制造基地。

如今，在光通信领域，中天科技持续完善VAD和OVD两大光纤预制棒制备工艺，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拓展，提升总体合格率 ，降低制备成本，构建行业竞争优势。 公司实施的弯曲不敏感高带宽多模预制棒和光纤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在解决光纤预制棒的生产难题后 ，随着特殊通信应用场景的增多 ，中天科技开始布局新型特种光纤。 中天科技曾创新性地推出超大尺寸全合成超低水峰光纤预制棒等诸多研发项目。 经过多年差异化发展，“特种光纤光缆找中天” 的说法在业内已广为流传。

中天蝶变

有意思的是，在中天科技的展厅内，记者看到，海缆产品等一个个代表中天科技技术实力的产品样本一字排开，讲述着中天科技过去数十载在产业上的不断探索 。 在众多展品中，一张旧照片却显得十分突兀：一座轰然倒地的烟囱在画面里被定格。

这张旧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 20世纪70年代末。 因遭遇经营困境，南通下辖的如东县河口镇一家砖瓦厂———中天科技的前身黄海建材厂一度面临倒闭危险。 危难时刻，生产队会计出身的薛济萍临危受命。

为“救活” 厂子，细心的薛济萍从产品层面入手。 经过不断调研后，他发现，客户对砖头棱角处易损坏这一点颇为在意。 为了杜绝这一负面影响 ，薛济萍决定放弃使用铁夹这一传统搬运方式，带头戴上手套徒手搬运，并将“做一块好砖 ” 的理念延伸至生产工艺环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年后，随着砖块质量的跃升 ，厂子也扭亏为盈。

虽然步入正轨，但低技术含量始终是撕不掉的标签。 感受到危机的薛济萍在探索企业前进方向时，恰逢我国光缆通信产业大力开拓发展期。 经过多方求证调研，薛济萍毅然将转型方向定为通信光缆行业。

从光缆起步，中天科技正式进入信息通信领域的时间点是1992年。 通过精准判断加上有针对性的努力，1995年，中天科技成功研发第一根用于长江水域的水线光缆 ；1997年，960芯光纤带光缆通过国家鉴定；1998年，1000米及以下跨距全介质自承式光缆首家通过国家鉴定……

初踏新领域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中天科技向高端迈进的信念。 1998年9月 ，薛济萍决定对砖瓦厂的那座大烟囱实施定向爆破，这也成为中天科技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中天科技正式从砖瓦厂向光缆厂转型升级。

薛济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发展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中天科技 30年来经历了一次次惊涛骇浪，可正是骨子里对实业的那份信念 ，让企业总能在逆境中展现韧性 ，在危机中实现成长，在发展中积累经验。

数十年过去了，这幅旧照片，依旧提醒着中天人对精益制造的追求 。 如今，中天科技已迈入“而立之年” ，对是否还会有第二根倒地的“烟囱” ，我们不得而知。 可以预见的是，继“追光而生”“向海争风” 后 ，中天科技的实业之路有望在一根根线缆的编织下通洋越海、无远弗届 。

中天科技、大生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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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光” 追“风”

还未走进中天科技，远观厂区，一座高逾百米的细长塔

楼便映入眼帘，引起了前来调研的中国证券报记者的注意。

经工作人员介绍， 这座高塔运转着三条立式全进口

VCV交联生产线，被称为“光电缆之王” 的海缆核心组件正

在其中生产。

一走进车间，长且沉重的海缆堆放其间，令人震撼。这些

“大家伙” 虽看似笨重，含“科” 量却极高，正是中天科技30

年来不断向精益制造看齐的缩影。

海缆业务，为中天科技斩获了许多“第一” 的荣誉：第一

个走出国门的海缆企业、第一家进入欧洲高端市场的海缆总

包供应商……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海缆业务不仅承袭了中

天科技的起家业务———光纤通信的高标准，更在这一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壮大。

早在1999年，中天科技便极富前瞻性地布局海洋领域，

成功研发生产出国内第一根商用海底光缆。

“海底光缆是光纤光缆的‘皇冠’ 产品。 我们创造性地

将1999年成功研发的光纤复合架空地线中的不锈钢光纤单

元应用于海底光缆。 借助光纤保护的关键技术突破，这种海

底光缆成为中天科技进入海底光缆行业的‘敲门砖’ 。此后，

我们还陆续研发了海底电缆、 海底光电复合缆等系列产

品。 ” 中天科技旗下公司中天海缆董事长薛建林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随着海上风电行业的发展，追“光” 而生的中天科技将

目光投向了“向海争风” 的风口。

“海上风电建设无疑会拉动海缆订单量。 特高压柔性直

流海缆技术的成熟也会催生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 ” 对于

行业的发展前景，薛建林的观点十分明确。

从行业层面观测，全球正处在新能源逐步替代传统能源

的过渡期，多个沿海国家也在积极推动海上风电的发展。 全

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2022全球海上风电报告》预计，2031

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达到370GW，海上风电发

展潜力巨大。

“在海上风电场逐渐向深远海发展的趋势下，物理距离

的增加使高压交流海底电缆所产生的电力损耗、电压下降和

经济性等问题成为行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痛点。 ” 在薛建林

看来，与交流海缆相比，柔性直流海缆具有输电距离长、损耗

小、线路建设成本低等优点，是建设大容量、远海风电场建设

及洲际能源互联的关键装备。

在此背景下，柔性直流海缆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据

介绍，中天科技应用于江苏如东H6、H8、H10的±400kV直

流输电线路长度达108km， 实现了我国海上风电直流电力

传输电压等级、传输长度的双突破，为深远海海上风电建设

提供技术储备。

在交流海缆领域， 公司开发的国内首根三芯110kV、三

芯220kV交流海缆在海上风电项目的成

功应用， 拉开了我国三芯高压海缆应用

的序幕。

今年以来， 中天科技已陆续斩获丹

麦海上风电项目、 德国波罗的海海上风

电项目等。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公司目前

拥有江苏、广东和山东生产基地，海缆产

能储备达百亿元，订单份额居国内前列。

摘下“皇冠上的明珠”

海缆这个彰显实力的高科技领域，历

来都是海外巨头角逐的竞技场，难觅中国

企业身影。但是，经过持续攻坚克难，中天

科技的海缆业务正逐步渗透至海外。

做先行者谈何容易！对这一点，30年

前向光纤通信领域转型的中天科技，或

许理解更为深刻。

“作为生产光纤、制造光缆最重要的

基础材料，光纤预制棒代表光通信技术的

最高水平，被誉为光通信产业‘皇冠上的

明珠’ 。 ” 中天科技董事长薛济萍告诉记

者，虽然当时国内相关企业已具备光棒拉

丝、光纤制缆的工艺，在庞大的国内市场

中“过得还不错” ，但实则危机四伏。

“当时，光缆的核心原材料光纤预制棒

主要从国外进口， 而光纤预制棒的利润在

产业链中的占比近七成。 ”薛济萍回忆道。

在“夹缝” 中求生存的艰难环境不

仅没有击垮中天科技， 反而成为努力奋

发的动力源， 中天科技决定自主研发光

纤预制棒技术。

引进、 消化、 再创新。 经过多年摸

索，在中天科技光纤预制棒项目带头人

沈一春的引领下， 公司创造性地采用全

合成工艺路线。 2011年5月，中天科技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预制棒试生

产成功，一举摘得这颗光通信产业“皇冠

上的明珠” 。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中天科技

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全合成光

纤预制棒生产制造基地。

如今，在光通信领域，中天科技持续完善VAD和OVD

两大光纤预制棒制备工艺，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拓展，提升

总体合格率，降低制备成本，构建行业竞争优势。公司实施的

弯曲不敏感高带宽多模预制棒和光纤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

目，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在解决光纤预制棒的生产难题后，随着特殊通信应用场

景的增多，中天科技开始布局新型特种光纤。 中天科技曾创

新性地推出超大尺寸全合成超低水峰光纤预制棒等诸多研

发项目。经过多年差异化发展，“特种光纤光缆找中天” 的说

法在业内已广为流传。

中天蝶变

有意思的是，在中天科技的展厅内，记者看到，海缆产品

等一个个代表中天科技技术实力的产品样本一字排开，讲述

着中天科技过去数十载在产业上的不断探索。 在众多展品

中，一张旧照片却显得十分突兀：一座轰然倒地的烟囱在画

面里被定格。

这张旧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20世纪70

年代末。因遭遇经营困境，南通下辖的如东县河口

镇一家砖瓦厂———中天科技的前身黄海建材厂一

度面临倒闭危险。危难时刻，生产队会计出身的薛

济萍临危受命。

为“救活” 厂子，细心的薛济萍从产品层面入

手。 经过不断调研后，他发现，客户对砖头棱角处

易损坏这一点颇为在意。为了杜绝这一负面影响，

薛济萍决定放弃使用铁夹这一传统搬运方式，带

头戴上手套徒手搬运，并将“做一块好砖” 的理念

延伸至生产工艺环节。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年

后，随着砖块质量的跃升，厂子也扭亏为盈。

虽然步入正轨， 但低技术含量始终是撕不掉

的标签。 感受到危机的薛济萍在探索企业前进方

向时，恰逢我国光缆通信产业大力开拓发展期。经

过多方求证调研， 薛济萍毅然将转型方向定为通

信光缆行业。

从光缆起步， 中天科技正式进入信息通信领

域的时间点是1992年。 通过精准判断加上有针对

性的努力，1995年， 中天科技成功研发第一根用

于长江水域的水线光缆；1997年，960芯光纤带光

缆通过国家鉴定；1998年，1000米及以下跨距全

介质自承式光缆首家通过国家鉴定……

初踏新领域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中天科技向高

端迈进的信念。 1998年9月，薛济萍决定对砖瓦厂

的那座大烟囱实施定向爆破， 这也成为中天科技

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中天科技

正式从砖瓦厂向光缆厂转型升级。

薛济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发展不

可能永远一帆风顺， 中天科技30年来经历了一次

次惊涛骇浪，可正是骨子里对实业的那份信念，让

企业总能在逆境中展现韧性，在危机中实现成长，

在发展中积累经验。

数十年过去了，这幅旧照片，依旧提醒着中天

人对精益制造的追求。 如今，中天科技已迈入“而

立之年” ，对是否还会有第二根倒地的“烟囱” ，

我们不得而知。 可以预见的是， 继 “追光而生”

“向海争风” 后，中天科技的实业之路有望在一根

根线缆的编织下通洋越海、无远弗届。

中天科技：海上“风光” 无限好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乔翔

南通之东、黄海深处、碧波之上，一排排风力发电机组的叶片

迎风旋转，源源不断地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清洁电力。 完成这

一使命的关键一环，正是敷设在海底的一根根海缆。

作为海上风电项目并网的前提，“下海越洋” 的海缆是中天

科技的重要业务板块。中天科技开发的“大长度、大水深、大容量、

高电压、低成本” 系列海缆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天科技也逐步

发展成为国内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海缆专业制造商之一。

1992年起步于光纤通信业务，三十载时光刻刀，不仅雕琢出

中天科技作为光纤通信领域全球领军企业的英姿，也一笔一画地

勾勒出了中天科技在海洋通信、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脉络。

江苏南通，大生集团。在明亮整洁的现代化

纺织车间内，纱线飞舞、鸣动悠扬。这里，便是江

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10万锭智慧纺纱工

厂” 。 作为“十四五”时期全国第一个“智慧纺

纱工厂” ，这家工厂是中国智能纺织的新典范。

大生集团的前身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百年光阴过去，从数字化

纺纱车间到智慧纺纱工厂， 再到正筹划建设中

国第一个零碳纺纱车间……大生集团正步步为

营，积极抢占中国棉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智”

高点。

再见！ “千人纱”

从张謇首开中国机器纺纱之先河，到20世

纪80年代技术改造成果被载入高等学府教科

书，再到建成“十三五” 时期第一个数字化纺纱

车间以及“十四五” 时期第一个“智慧纺纱工

厂” ， 大生集团的发展历程就是一条不断创新

求变的奋进之路。

今年3月， 大生集团 “10万锭智慧纺纱工

厂” 全面达产，这是大生集团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事件， 也为全国纺织行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

化转型树立了新的示范标杆。

“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纺织行业

一直是用工大户。 ” 大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漆颖斌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传统纺纱有清花、

梳棉、并条等七道关键工序。每道工序都需要大

量人工，每万锭用工人数在600人左右。

“全机器操作可完成清花等一系列纺纱流

程。 与升级前相比，每万锭用工人数小于10人，

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产品不良率降低15%

以上。与传统纺织车间每万锭用工人数相比，这

一飞速进步正是传统产业向智慧化持续迈进的

例证。 ” 漆颖斌说。

“千人纱，万人布。 ” 不过，正如漆颖斌所

言，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记者在偌大的厂区只见

到两三名工人在巡检， 取而代之的是精美的现

代工业设备有序陈列、高速运转。

大生集团正不断通过动力变革、 效率变革

促进质量变革，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实现高质量

发展。

漆颖斌向记者透露， 大生集团每年投入逾

3000万元用于基础设备更新改造，年科研开发

项目30多个、新产品100多个，新产品产业化率

在60%以上。 “随着智慧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

升，大生集团的销售品种也从单一的坯纱、坯布

向印染布、针织布、色纺纱发展，向高端的天丝、

莫代尔纱转移。 ”

从“千人纱”到“智慧工厂”的转型，不仅是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双增，更是大生集团以实

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是公司重要的战略部

署，纺织行业是用电大户，而大生集团作为纺织

行业的先锋单位，更要率先探索低碳、绿色发展

道路。 ”漆颖斌说。

漆颖斌介绍， 公司在建设智慧工厂的过程

中就嵌入了诸多节能技术。例如，智慧纺纱厂的

屋顶已全部安装分布式光伏， 而此前建成的数

字化纺纱车间的屋顶光伏可以提供车间十分之

一的用电量。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大生集团正在筹划建

设中国第一个零碳纺纱车间， 力求为南通可持

续家纺产业链的绿色发展赋能。 “绿色低碳发

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会一蹴而就。 ”漆颖斌认

为， 大生集团仍需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和管理

优化，扎实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补强整合 迈进高端

纺织产业一直是南通的特色支柱产业，经

过百年发展已逐步形成了较为齐全的纺织服装

产业体系。但是，整个纺织产业要实现集群式发

展，产品结构逐步实现从低端向高端转变，产业

链畅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 坚定走好全产业链之路是大

生集团重点贯彻的战略路径。 去年5月，大生集

团与华润集团达成收购协议， 后者旗下山东滨

州、聊城，安徽合肥的三家高支纱企业并入大生

集团。

此次被收购的三家企业的产品质量过硬，

在高支纱领域具有较丰富的生产运营经验和较

好的品牌基础。其中，位于合肥的高支纱企业拥

有10.5万纱锭，进口喷气织机242台，年产纱线

6300吨、面料1900万米。

“这三家高支纱企业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专

业化高档高支纱生产基地，也是世界仅有的能够

规模化量产NE200-300特细纱企业， 目前是意

大利等欧洲国家主要高支纱供应商。 ”漆颖斌告

诉记者，借助此次收购，大生集团主业规模扩大

一倍， 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大胆探索，能

够实现产品的结构完善、产业链的补强整合。

对于这桩一年前的收购，漆颖斌记忆犹新。

“在经历多次实地考察、尽职调查、商务谈判、

专家论证、方案报批后，我们与华润集团于去年

5月10日举行仪式，签署交接协议。 ” 漆颖斌告

诉记者。

不仅如此，2023年4月，大生集团还与悦达

纺织达成印染项目合作， 对于公司产业链延伸

和产品结构升级意义重大。

“通过与悦达纺织达成欧化印染项目合

作，收购欧化纺织部分股份，大生集团进一步打

通印染关键环节， 是公司向全产业链发展转变

的一次重大机遇。 ”漆颖斌告诉记者，产业链供

应链上下游之间并非简单衔接的关系， 而是向

着更加多元复杂的生态系统转变， 这也对企业

如何盘活产业链提出了更高要求。

“围绕纺织全产业链拓展， 大生集团将重

点培植高端染整和面料生产两大核心板块，借

此向原料纺纱和服装家纺拓展纺织产业链，形

成纺纱织造、印染、家纺与服装一条龙发展的产

业格局。 ”漆颖斌说。

百年传承 使命在肩

在南通，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可谓无人不

知。 凡是到过大生纱厂的人，最先看到的，就是

厂门东侧、通扬运河旁的“大生码头” 。 在厂门

内，一座20多米的钟楼高高矗立。 这座钟楼坐

西朝东，红砖品字结构，四面有钟盘。

这座于1915年建成的钟楼至今仍能正常

使用。 每到整点，钟楼上的时钟就会准时敲响。

一如身后的“工业活化石” ———大生纱厂，在百

年光阴里见证着中国制造的苦难辉煌。

“回望过去100多年的发展， 大生集团见

证了中国棉纺织行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跨

越式发展，也一直在发展模式、业务板块、运营

管理、技术水平、装备提升等方面不断探索。 ”

漆颖斌告诉记者，随着时代进步、客户需求的不

断优化更迭，大生集团需要不断自我革新，但支

撑大生集团前进的最主要因素是坚守纺织产

业、坚守实业的初心。

128年前，立足“天地之大德曰生” 之“大

生” 二字，张謇在大生纱厂的创立过程中始终

坚持爱国、爱乡的理念，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

兴起作出巨大贡献， 也创造了属于大生集团的

百年奇迹。

“虽然时代语境发生变化，但实体经济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作用没有改变。 ”漆颖斌认

为，牢牢守住实业这个根基，敢担责任、勇于争

先，是大生集团一以贯之的使命感。

在这种使命感的驱动下， 大生集团百年来

不断发展。目前，大生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

公司20个，职工总数约7000人，形成纺织发展、

进出口贸易和文化创意产业板块，跨江苏、山东

和安徽三省，成为主业鲜明、产业多元的大型企

业集团，被誉为中国纺织的“常青藤” ，所在地

大生纱厂是全国文保单位、国家工业遗产。

百年来，大生集团坚持做精高端纺织，既坚

守传统主业、传承好先贤实业理念，又与时俱进

地进行改革和创新， 在推动南通高端纺织产业

转型过程中挑起大梁。

“公司计划在‘十五五’ 时期建设全国第

一个零碳纺纱车间， 有很多核心技术细节正在

与相关专家进行探讨。 ”漆颖斌表示，将进一步

扎实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是大生集团的经营

理念， 这一理念将严格贯彻于企业产品研发以

及企业经营的始终。

偌大的智慧工厂内， 一排排纺织机高速运

转，讲述着大生纱厂百年时光的奋进创新；洁白

的纱线纵横交织， 一经一纬织就的是大生集团

熠熠生辉的新征程。

通扬运河之畔，大生码头，川流不息，张謇

伟岸身姿屹立不朽， 见证着百年大生的日新月

异、蒸蒸日上。

抢占“智” 高点

———百年大生的“智造”嬗变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乔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