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务行政办 63907102/63907104（传真） 总编办 63907131 时政新闻中心 63907170 经济新闻中心 63907221 科技教育新闻中心 63907126 文体副刊中心 63907236 理论评论中心 63907206

●大足生产刀剪的企业达100余

家，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达10万人，一年

可卖出刀剪上亿把

●大足龙水也成为中国西部地区

规模最大的五金原产地专业市场集群，

以及中国西部最大、配套最全、辐射最

强的五金商品交易集散地，五金市场交

易群总额高达4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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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确实没想到我们能夺得‘刀王’桂
冠！这份荣誉属于大足非遗锻打。”重庆
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丰
五金”）总经理黎勇自豪地说。

在近日由中国锻压协会举办的“非
遗锻造·刀王争霸”赛上，大足刀具可谓
占尽“风头”，除了桥丰五金“飞天”刀具
摘得“刀王”桂冠，重庆茗械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茗械科技”）凭借“喜夫人”
品牌刀具喜提“锻刀大师”荣誉。

在这场全国性的行业大赛中，大足
刀具为何脱颖而出？连日来，记者就此
进行了走访。

政府赋能五金产业发展
“五金刀剪之乡”迎来又一个“春天”

什么刀被称为好刀？
“一看、二摸、三上手。”黎勇说，这是

前辈们流传下来的口诀，也是最直观的
判断方法。一看，就是看外观有没有瑕
疵、平整度如何；二摸，就是摸刀口，看锋
利度；三上手，就是拿到案板上体验，看
切东西快不快。

这也是本次刀王争霸赛最看重的部
分。

黎勇回忆，现场比拼设置了三个环
节，分别是削矿泉水瓶、切麻绳、切五花
肉。一刀削吊着的矿泉水瓶，要看削开

切口的平整度和光滑度。一刀切麻绳，
就要看切开后的麻绳接头有没有散开。

“这些打分的维度，正是我们平时生产
刀具的‘硬指标’。”黎勇说，虽然桥丰五金
是一家成立于2013年的年轻企业，但“飞
天”品牌诞生于1895年，已经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开始打铁
锻造，对刀具的品质要求十分严苛。”

出生在刀具世家的他，在完成学业
后选择继承父辈的“衣钵”，成为龙水小
五金锻打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

茗械科技总经理贺光杰也出生于刀
具世家，祖辈都是兢兢业业的“匠人”。
他自幼跟着父亲学习锻打技艺，耳濡目
染下也对锻打有了深厚感情，并在传承
老一辈锻打技艺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工
艺，提升产品性能。

重庆大足五金传承千年，尤以龙水
镇为著，是“中国西部五金之都”，与浙江
永康、广东阳江并列为全国三大“五金刀
剪之乡”。然而，当地生产刀剪的企业却
一度因规模小、设备陈旧等原因“节节败
退”，产品利润越压越薄，市场份额逐年
萎缩，公共品牌影响力日渐式微。

为重拾辉煌，大足区政府部门成立
专班，全方位指导五金产业发展。如制
定产业链全景图、发展路线图、重点项目
施工图，实施“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四大
工程、中小企业“苗圃”“育林”“参天”梯
次培育行动计划等，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

“很感激政府的大力扶持，让我们迎
来了又一个‘春天’。”贺光杰说，“喜夫
人”品牌刀具近日同时进入“重庆老字
号”第八批名录和重庆市大足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第十批名录，离不
开政府的扶持。

传统技艺融入“黑科技”
激光刻印技术降本增效

“‘龙水小五金锻打技艺’有两个特
点，滚锻工艺和开刃方式。”黎勇直言，传
统锻打技艺，是手工一锤一锤打，效率极
低，并且一个师傅就可以决定刀的好坏，
品质也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但引入现
代化工业设备后，锻打开始使用滚锻工

艺，“这样出来的金属性能可提高15%—
30%，耐磨、耐腐蚀性也大大提升。”

让黎勇同样引以为傲的，还有保留
至今的工艺——手工开刃，“过去，一个
老师傅一天只能打几把刀，现在我们一
个班组十几个人一天能做上千把刀。”

走进公司展厅，他拿起一把刀，指着
刀刃说：“外面很多生产刀的企业都是用
机器开刃，这个刀刃就是肉眼可见有角
度的，有条明显的棱。但我们始终坚持
用手工开刃，开直刃。”

手工开直刃有何优势？
“一是锋利度可提高15%以上，同时

增加它的耐磨性。二是便于普通老百姓
磨刀。”黎勇解释，机器开刃的刀，一般人
都磨不出它之前的角度，磨完刀的效果
也会大打折扣。而开直刃的刀，对磨刀
技术没有要求，新手也可以让其恢复原
有的锋利度。

既要保留传统工艺，也要加入“黑科
技”。

在激光刻码车间，工人将刀放在一
台特殊“打印机”下，脚踩按钮，短短几秒
钟时间，激光便在刀身上刻下了品牌名
称和二维码等信息。扫一扫刀身二维
码，这把刀的产品信息、售后服务、厂家
简介等跃然“屏”上。

“过去靠人工贴防伪标识，材料成本
最便宜也要4分钱一张，现在二维码和
商标一并激光刻印，不仅省了一道工序，
还省下了不少钱。”黎勇说，仅激光打码
这一项技术革新，就为企业节约成本
1000余万元。

这要归功于大足区委、区政府打造
的全国首个五金制品行业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项目。该项目通过赋予产品“数字
身份”，联通上下游企业标准化对接、产
品质量全生命周期溯源、消费用户与生
产工厂直联，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管理。

目前，该项目已累计赋码量8.3亿
个，解析 8.2 亿次，企业库存平均降低
21%、交货周期缩短27%、生产效率提高
12%，综合降本3000余万元。

“酒香也怕巷子深”
做靓本土品牌“卖全球”

在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

足区还打造了全国首个五金工业互联网
平台。企业通过云上平台，可实现产、
供、销、存的数字化、可视化和智能化，和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溯源，推动上下游
企业标准化对接，帮助企业开源节流、提
质增效。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
535家。

除此之外，大足区正积极建设“五金
产业大脑”，以解决大足五金产业存在的
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采购成本高、议价能
力弱、企业数字化程度普遍较低等痛点
难点问题。

“产业大脑囊括了五金经济运行监
测、五金一码通、五金集采集销等诸多
应用，既可以服务五金产业发展需求，
也可以帮政府精准调度、精准施策、精
准服务。”大足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50家企业
参与集采，集采金额超7亿元，降低总体
采购成本1%，大幅缩减了原材料配送周
期。

“我们还出台了全市首个针对特色
行业的安全生产技术规范，颁布实施《大
足锻打刀》等团体标准5项。”该负责人
表示，大足区政府还主导制定了区域公
共品牌包装营销方案，培育了“天下大
足”“龙水”两个集体商标。其中，“天下
大足”为大足全域集体商标，包括旅游、
农产品、五金等，“龙水”则着重赋能五金
行业。为不断提升大足五金整体形象，
增强其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大足区近年
来还举办大足国际五金博览会、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
赛等活动赛事。

在推动公共品牌的同时，企业品牌
也得到带动发展，如“天下大足+飞天”。
同时，品牌瞄准市场定位进行推进，大足
针对不同企业、不同产品，开拓高端五金
品牌、厨师专用品牌、外贸品牌、旅游伴
手礼品牌等，通过细分市场需求，形成大
足五金系列品牌。

“酒香也怕巷子深，这几年我们转
变观念，尝试做直播等，研发线上产
品。”贺光杰说，通过“线下+线上”的
销售模式，2024 年，“喜夫人”刀具年
产量达到 200 余万把，比前些年翻了
一番。

非遗锻造遇上工业互联网

大足刀具斩获“刀王”背后的转型密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6月11日下午4点，一阵悠长的汽
车鸣笛声划破了渝北区大盛镇千盏村的
宁静，一辆车身印着醒目“JD”标识的大
货车，满载着红薯、洋葱、大蒜，缓缓驶入
村中的玉河沟。

这个距离渝北城区70多公里、车程
一个半小时的偏远山村，年初成为了京
东某供货商的分选中心。此刻，距离一
年一度的“618”电商大战刚好还有一周
时间，战事早已提前打响，千盏村也第一
次同步进入了属于它的“618”时间。

走进分选中心，一派繁忙景象。村
民们埋头于打包、发货的流水线上。61
岁的村民王光兰动作麻利：拣选红薯、装
箱、称重、贴胶带、粘快递单，一件“流蜜
番薯”很快打包完毕。“午饭后就来，一天
干满8小时，60块工钱稳稳的。”她快人
快语，“刚开始手忙脚乱，装错、装多装少
常有，现在利索多了！装啥货、用啥箱，

都听小刘的。”
“小刘”名叫刘洋，就坐在王光兰身

旁。这位36岁的京东打单员，正将一张
张货单精准地分拣到不同的塑料筐中，为
乡亲们提供“按图索骥”的指引。“平常一
天四五千单，‘618’临近，那可不止了。”她
指着身边高速吞吐的打单机，“最多一天
打了3万多单！乡亲们看着堆成山的快
递单，都跑来瞧热闹，啧啧称奇呢。”

在村党总支书记、主任付福刚眼中，
这堆积如山的快递单，正是村集体和村
民增收的“真金白银”。“2斤以下，2角一
件；2到6斤，4角；6斤以上，6角。算笔
账：平均每天 5000单，至少进账 1000
块！”他掰着指头，言语间透着欣喜，“从3

月到现在，村集体收入5万多块，其中4
万多都发给了村民当工资。”

电商巨头缘何垂青偏远山村？这看
似偶然，实则有迹可循。

说偶然，源于付福刚的一次机缘巧
合。他在抖音结识了卖农特产品的长寿
人陈靖，后者又牵线搭桥，将他引荐给京
东供货商陈万林，合作之门由此开启。

说必然，则因千盏村早已埋下伏笔。
2021年，村里种下3000亩脆桃。去年试
挂果，40多万斤鲜桃瞬间堆积如山，销路
愁坏了村干部。恰在此时，水库移民后扶
资金和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雪中送炭”。

“桃子保鲜期就一周，要快销就得走网
络！”付福刚当机立断，用这笔钱建起冻

库，购入了分选设备。分选中心的“硬实
力”打动了陈万林，双方合作水到渠成。

今年3月，千盏村分选中心正式投
用。自此，13米长的大货车每日穿梭村
道，卸下散装货物，又满载着分选、打包好
的农产品疾驰而去。千盏村，一头扎进了
广阔的电商蓝海，红薯、紫薯、洋葱、血橙、
泰国青柚……天南海北的农产品，随着时
令在村里大进大出。付福刚也趁机“搭
车”，为村里的土特产找到了买家。“今年
的脆桃，销路不用愁了！”他语气笃定。

打单机轰鸣着，滚烫的机身上，快递
单如雪片般飞速堆积成厚厚一沓，这个
偏远山村在“618”洪流中奏出了自己的
乐章。

山村静 快递忙

渝北千盏村的“618”时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6月10日起，长安、赛力斯、阿维塔、比亚迪、吉利等行业巨头
相继承诺：将对供应商的货款支付账期，无差别缩短至60天以内。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集体“发声”，而是在行业“内卷”加剧、供
应链压力持续的背景下，由国家法规引导、龙头企业带头的一次
深刻变革。

对坐拥超过12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中国汽车重镇——
重庆而言，这一纸承诺，也不啻于一场激活产业生态的“及时
雨”。它所激荡起的，远不只是供应商账面上的现金流，更是关
乎“重庆造”汽车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一池春水”。

作别“无息资金池”

长期以来，汽车产业链中存在一条“潜规则”：主机厂利用其核
心地位，将庞大的供应商体系视为“无息资金池”。据统计，2022
年国内上市车企的平均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高达156天，部分企业
甚至超过200天。

这种背景下，处于产业链中上游的广大中小零部件供应商，
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资金压力。它们利润微薄，却要垫付巨额资
金用于原材料采购、生产和研发，高企的应收账款像一座大山，
压得它们喘不过气。

这不仅扼杀了创新活力，也给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埋下
巨大隐患。当主机厂将自身成本压力无限制地传导给上游，看
似获得了短期的财务优势，实则削弱了整个“军团”的协同作战
能力。

“60天之诺”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局面的终结。
首先，这是规则对“潜规则”的胜利。6月1日，新修订的《保

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大型企业向中小
企业采购货物，支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天，对逾期行为开出
了每日万分之五的高额罚息。车企的集体承诺，正是对国家法
规的迅速响应和落地执行。

其次，这是战略远见对短期利益的胜利。在新能源与智能
化浪潮下，汽车行业的竞争早已从单一的产品竞争，演变为整个
生态体系的竞争。未来的胜利者，必然拥有一条反应敏捷、技术
领先、供应稳定的“冠军供应链”。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
能导致全局的被动。

缩短账期，本质上是主机厂对供应链伙伴的一次“战略投
资”，是用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去“浇灌”那些一同在创新前线奋战
的“友军”，确保其有能力、有信心进行技术迭代和产能扩张。这
体现了中国龙头车企，特别是重庆的长安、赛力斯等企业，在激
烈竞争中对产业本质的深刻洞察。

从生存线到创新线

对于重庆而言，这纸承诺的含金量尤为明显。
作为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重庆拥有一个庞大的

“零部件军团”——超过1200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其中与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直接相关的企业达543家，形成了从核心“三
电”到智能座舱、自动驾驶部件的完整配套能力。长安、赛力斯
作为本地绝对的龙头，其率先垂范，将直接撬动数千亿产值的供
应链生态。

“60天之诺”，为这个庞大肌体注入了至关重要的“活水”，
其意义是双重跃升——

第一重，是从“生存线”到“发展线”的财务跃升。账期从
150天缩短至60天，意味着一家年销售额10亿元的典型零部件
企业，其应收账款占用可以瞬间减少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这
笔被“解放”出来的资金，对其财务健康度的改善立竿见影。企
业无须再为高昂的票据贴现成本而苦恼，也减少了对外部融资
的依赖，极大地增强了抗风险能力。

第二重，是从“维持生产”到“加码创新”的战略跃升。智能
汽车时代的竞争是技术竞争。无论是高精地图、激光雷达，还是
智能座舱的人机交互、大算力芯片的适配，都需要零部件企业进
行持续的、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过去，不少中小企业即便手握优
秀的技术方案，也往往因缺少研发经费而“望洋兴叹”。如今，充
裕的现金流将成为它们创新的最大底气。原本用于“续命”的资
金，现在可以大胆地投入到新设备采购、高端人才引进和前瞻技
术研发中去。

可以预见，重庆的零部件企业将有更多精力去攻克“卡脖
子”技术，更快地响应主机厂的定制化需求，从而推动“重庆造”
汽车在智能化、网联化赛道上跑出更快的加速度。这正是重庆
市委市政府近年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狠抓清欠账款工作所期
望看到的——让企业轻装上阵，将宝贵的资源投入到价值创造
的“刀刃”上。

承诺之后的考验

当然，承诺只是起点，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的广度、深度和
持久度。将目光投向未来，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这场变革既是机
遇，也伴随着挑战。

对主机厂而言，这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缩短账期，意
味着过去可供腾挪的巨额现金流将不复存在，这对主机厂自身的
财务管理、生产计划和市场预测能力提出了空前高的要求。这会
倒逼主机厂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减少库存，加快销售周转，从过去
的粗放式资金占用，转向精细化的全链条成本与现金流管控。

对整个产业而言，这是一次重塑信任的契机。这需要主机厂
展现出最大的诚意和透明度，更需要行业协会与政府监管部门形
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与反馈机制，确保承诺掷地有声。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破主机厂与供应商之间长期存在的
猜疑链，从“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新生态。

展望未来，一个理想的汽车产业链，应当是主机厂与供应商
之间相互赋能、协同进化的有机整体。主机厂聚焦于品牌、技术
集成和市场，而供应商则专注于各自领域的“专精特新”。健康
的资金流如同滋养这个生态系统的血液，它畅通无阻，才能让

“树干”与“根系”都茁壮成长。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60天之诺”为开端，重庆的汽车产业

正在迎来一个更加公平、高效、充满活力的发展新阶段。这不仅
关乎数千家企业的兴衰，更决定着重庆这座城市在下一轮全球
汽车产业变革中的地位和未来。

“60天之诺”能否激活
汽车产业“一池春水”

6月11日，垫丰武高速智能钢筋加
工厂内，技术工人正在进行钢筋笼焊接。

目前，垫丰武高速多个智能钢筋加
工厂都配备了国内领先的智能化钢筋加
工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工业互联，
全程管控可追溯，助力全线建设高质量
推进。

垫丰武高速是重庆高速公路“四环
二十二射六十联线”高速公路网规划中
的第二十三联线，路线全长约 160 公
里。建成通车后，垫江至丰都车程将缩
短约1 小时，垫江至武隆车程将缩短约
45分钟。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智能科技赋能

垫丰武高速建设
加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