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1 月至 5 月，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 简 称“ 贝 发 集 团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40%，利润同比增长 100%，实现了双增长的

良好局面。“贝发集团深耕文教办公用品行

业 30 年，在科技创新、营销模式、人才培养等

方面积极实践，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贝发

集团董事长邱智铭说。

成立于 1994 年的贝发集团，原本只是宁

波市北仑区一家仅有 30 人的作坊式制笔厂，

多年的发展让企业积累了全球 15 亿用户、10

万多家零售终端、1000 多个核心客户及分销

商、100 多个线上线下渠道，产品销往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

提升研发实力

走进贝发集团产品展示厅，秒干中性笔

被摆在了显眼位置。这支耗时 5 年打造的

笔，以良好的书写体验，从贝发集团 1500 余

款产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企业新的增长点。

它看起来平平无奇，写起来却很舒适，笔尖

接触纸张时，墨水迅速与纸张完成结合，就

算立即用手去擦，墨水也已经变干，不用担

心墨迹弄脏手或衣物。

一支小小的中性笔背后，有一系列复杂

的工序，涉及塑料工艺、精微模具、精细化

工、环保喷涂、柔性化生产等领域。“经过持

续攻关，公司解决了水油均匀融合的难题。”

贝发集团技术总监孙英红说，圆珠笔写起来

十分顺滑，但墨水黏性大、容易积墨，不容易

秒干；中性笔墨水黏度低、不容易积墨，但写

起来却不如圆珠笔顺滑。为了兼具两种笔

的优点，研发团队每天在实验室中进行墨水

调配测试，光材料测试就近千次，最终自主

研发出一种化学微胶囊，让水和油能够稳定

均匀地融合在一起。

在开展产品创新的同时，贝发集团积极

推进生产线自动化、数字化研发。“以往，制

笔过程中一道工序的成本在 0.8 分到 1.5 分

之间，一支笔的人工装配成本在 1 角多。”孙

英红说，通过大规模的数字化改革，贝发集

团模具、注塑工艺、包装等工序都使用自动

化设备，产品的人工成本也由 1 角多降到了

1 分多。

记者看到，在制笔车间内，只有为数不

多的几名工人和几十台机器正在工作。高

速运转的机器上，一个个零部件源源不断地

从设备里“流”出，等待着送往加工组装车

间。随着一大撂笔管放入一次性中性笔自

动装配机，自动灌墨水、自动装笔头、自动套

笔帽等一系列操作井然有序，一支成型的笔

就在机器末端自动装配完成。

去年，贝发集团投入研发费用超 3000 万

元，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全力推动产品结构

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目前，公司拥有研发

人员 150 人、有效专利数量 666 项，平均每年

推出笔类新产品近 150 款。

创新营销模式

“坐不住、等不起啊！”记者见到邱智铭

时，他刚刚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

国家调研回来，走访了多家相关企业。

今年以来，贝发集团以产品研发与制造

能力为依托，将目光投向品牌发展。“我们计

划 3 年内，在海外建立 30 个品牌供应链中心

和 3000 个品牌供应商，发展 3 万个中小 B 端

客户，服务 500 万家终端、50 亿人群。”邱智

铭说。

贝发集团还将完成印尼、菲律宾、马来

西亚、泰国等 8 个东南亚国家品牌中心的建

设，通过品牌中心把产品及服务延伸到每个

国家的中心客户及零售商。

贝 发 集 团 深 知 ，市 场 每 时 每 刻 都 会 变

化，企业不能依赖单打独斗，要寻求共同发

展，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借助数字化之力，

贝发集团搭建起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新零售

品牌——“文器库”云消费平台，将设计师

作 品 转 化 为 优 质 文 创 产 品 进 行 线 上 线 下

销售。

通过构建人、货、场互动的数字化营销

平台，打通线上线下，连通国内国外，为文创

产业供应链各端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文器库”云消费平台已完成销售

总额超 10 亿元，用户数超 43 万名，帮扶中小

文创企业百余家。

今年年初，贝发集团利用多年来积累的

品牌、渠道、客户、管理、财务及供应链基础，

赋能文具、文创、礼品行业广大中小企业，开

发了贝发全球供应链 APP，让产品及服务直

接触达全球中小客户。

凭 借 精 准 的 市 场 定 位 、创 新 的 产 品 设

计、多元化的营销策略以及持续的客户反馈

机制，目前，贝发集团的品牌业务已遍布欧

洲、中亚、南非、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希望通过数字化改革，运用数字

化手段，促进更多中小企业在生产、销售等

环节实现合作。”邱智铭说。

储备技能人才

“课程非常丰富，学到了很多东西。”5 月

24 日晚，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

制造部等部门的机修主管张庆祝整理完云

课堂的学习笔记后，和同事分享起设备改造

新思路。

1999 年入职贝发集团的张庆祝，精通工

装夹具、设备改造，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技术

控”。今年 3 月，张庆祝和团队成员一起对车

间的一台闲置印刷机进行了改造。原先需

要人工印发的产品 LOGO，现使用该印刷机

一次可以印 7 个产品 LOGO，为公司节约设

备成本达 10 多万元。张庆祝说，自己的许多

设备改造设想，都来源于集团开设的各类

课程。

2019 年，贝发集团成立了贝发学院，致

力于通过资源整合、专业培训等多种方式帮

助员工提升技能水平。为进一步建立企业

多层次人才梯队，2021 年，贝发学院推出了

青年培育建设工程，旨在培养一批懂技术、

会营销的技能人才。

贝发学院面向集团青年职工、实习大学

生，采用线上线下共育模式，通过推出云课

堂、讲师团、师徒传帮带、举办故事分享会等

系列活动，持续提升青年职工的专业素养和

创新能力，让青年职工在贝发集团有底气、

有激情、有奔头。

“以我们的云课堂为例，全年大约有 50

节课，根据员工的实际需要，设置了专业课、

心理学、公司战略规划、企业文化等多项内

容。”贝发集团总裁办主任罗连年说。

得益于系统化、全面化的培训课程，越

来越多的职工将理论学习运用到日常实践

中，在创新比赛、信息宣传等方面多点开花，

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去年

至今，贝发集团受培训人数已近 4500 人，覆

盖研发技术人员、产业工人、业务人员等多

个工种。

此 外 ，贝 发 集 团 还 成 立 了 博 士 后 工 作

站，与国内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持续

狠抓技术，不断提升研发实力，为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未来，贝发集团将继续发挥人才引领

作用，大力实施青年培育建设工程，帮助更

多的青年员工提升专业技能，增强创新能

力 ，推 动 企 业 实 现 更 好 更 快 发 展 。”罗 连

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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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里 藏 乾 坤
——贝发集团深耕文教办公用品行业纪实

广银米业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

多 彩 秧 苗 绘 出 高 效 田 园
本报记者 拓兆兵

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在抓落实

李华林

本版编辑 刘 佳 张苇杭 美 编 倪梦婷

广银米业广银米业““稻渔空间稻渔空间””里的里的““稻田画稻田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贝发集团车间内贝发集团车间内，，工人在生产中性笔工人在生产中性笔。。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郁进东

从宁夏银川市区向北出发，驱车约

20 公里，就能来到位于贺兰县常信乡四

十里店村的宁夏广银米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银米业”）“稻渔空间”，绿色、

紫色、红色、黑色等多种颜色的秧苗随风

摆动，令人心旷神怡。

“这不是普通的稻田，是村民画的

‘稻田画’。”广银米业董事长赵建文告诉

记者，设计师做好版样，用线绳把稻田按

照版样分割成不同区域，村民在所属的

条块里插上不同颜色的秧苗。等秧苗长

高后，五颜六色的“稻田画”就会在大地

上呈现出来——而这只是广银米业努力

提升农业综合效益的举措之一。

广银米业是一家集粮食种植、收购、

仓储、加工、销售和社会化服务于一体的

企业。以“绿色生态、创新发展”为理念，

公司建设了集稻渔立体综合种养、粮食

仓储及加工生产、生态休闲观光、社会化

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获评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

瞄准水稻绿色生产，广银米业进行

土地整治，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连小田

变大田，通过挖沟降水、抬土造田、稻田

养鱼等措施改善土壤盐渍化程度，建设

优质水稻种植基地约 2000 亩，促进农业

生产提质增效。同时，公司与高校、科研

院所开展合作，示范推广水稻工厂化育

秧、施用有机肥及叶面肥、生物除草、病

虫害专业防治、秸秆还田等新技术，加强

田间统一管理，推进规模化、机械化、标

准化。

为延长水稻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广

银米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更新生产

工艺方法，建设全自动化水稻加工生产

线，开发了香米、珍珠米、富硒米等系列

产品。公司还购置了大米加工精度检测

仪、大米食味计、稻谷新鲜度测定仪等设

备，提高质检水平，增加绿色产品供给，

推动品牌竞争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广银米业开始

探索如何突破水稻种植传统发展模式，

推动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经过调查研

究，公司在借鉴国内外水稻先进种植模

式的基础上，投资 800 多万元创建了“稻

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

“‘稻渔空间’改变了宁夏平原水稻

种植沟渠灌溉传统耕作方式，转而采取

‘岛屿式’灌溉方式。稻田周围是宽大的

灌溉渠，在水中养鱼、蟹、泥鳅、鸭子等，

运用生物技术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并将稻草、鱼粪等还田，形成局部空间循

环利用，实现一地两用、稻美蟹肥，亩均

增加效益 1000 多元，农业综合效益大幅

提升。”广银米业总经理赵凯说，公司开

发的“一种稻渔水循环系统”实现水体零

排放，每亩节约灌溉用水约 30%，水资源

利 用 率 提 高 50% 以 上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专利。

在提升农业综合功能的基础上，广

银米业用秧苗当“画笔”，发展“稻田画”，

增加摸鱼、捉泥鳅等农事体验活动，以及

滑冰滑雪、稻草迷宫等冬季旅游项目，大

力发展观光农业和生态旅游。

“为了进一步丰富游览体验，我们建

设了观景塔、玻璃栈道、科普教育长廊、

产品质量追溯信息平台等，并积极举办

农耕文化插秧节、摄影大赛、秋季丰收节

等休闲节庆活动。游客在观光时，还可

以购买鸭子、螃蟹等绿色农产品。”赵凯

说，每年参观“稻渔空间”的游客达到 30

多万人次。

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广银米

业规模不断扩大，品牌越来越响。目前，

广银米业拥有稻田 5000 多亩，年加工水

稻能力 5 万吨，年销售收入逾 2.1 亿元，带

动 360 多家农户每年实现收入 450 万元。

“公司将在做好大米加工、建设优质

粮食种植基地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推动

‘互联网+农业’、生态休闲和社会化综合

服务，不断探索产业升级、企业增效、农

户增收的发展之路。”赵建文说。

自 沪 深 证 券 交 易 所 启 动

“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和

“质量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以

来，A 股上市公司密集发布行

动方案。这既是上市公司对自

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对投资者的庄重承诺，对于

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稳定

市场信心、推动资本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积极态度值得肯定，不过，

上市公司要真正实现质量、效

益的同步提高，不能仅落在纸

面上，更需用行动说话，从多方

面落实落细、善作善成。

聚焦主业提升经营质效。

良好的业绩、扎实的基本面，是

上市公司可投性提升的基础。

翻开 A 股上市公司 2023 年年

报，不乏因背离主业、盲目多元

化导致经营不善、业绩下滑甚

至因此亏损退市者。反观那些

市场“常青树”，大多是长期深

耕某个行业、主营业务突出、竞

争力强的公司。上市公司要时

刻紧绷稳健发展的弦，尤其是

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有

效需求仍显不足的当下，如何

深耕主业、做精专业，持续提升

企业竞争力；如何做好战略规

划、加强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内

生增长动力等，都是需要持续

答好的必答题，也是安身立命

所在。

优化治理赋能持续发展。

侵占资金、违规信披⋯⋯今年

以来，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因上

述问题收到监管部门罚单。这

些情况之所以频现，归根结底

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是上市公司长

久发展的基础工程，只有基础打得好，质量才能有保障。上

市公司需拧紧安全“总阀门”，通过建立完善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公开透明、有效制衡的内控机制，加强内部监督制约，

强化“关键少数”行为约束，积极引导各类主体有效参与公

司治理，以更加规范、透明、公开、可信的内部治理结构，为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积极回报增强市场信心。当前，积极回报投资者已成

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共识。今年以来，一大批上市公司抛

出大手笔分红、回购、增持计划，以真金白银向市场传递积

极信号，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与此同时，市场仍不乏

“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存在，也有公司因“掏空式”分红引

发质疑，还有公司则陷入“忽悠式”回购、增持的舆论风波。

回报投资者要有心、有力，上市公司需端正认知，加强与投

资者沟通，更好地运用现金分红、注销式回购等“工具箱”，

提升对投资者回馈的及时性、科学性和稳定性，让投资者真

正分享到企业发展壮大的红利，进而稳预期、强信心。

行胜于言，期待更多上市公司加入提质增效重回报

的实际行动中来，以优秀的业绩、规范的治理、真诚的回

报，实现估值与内在价值的双提升，争当稳增长、促发展

的“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