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部门都积极主动地为生产线

做好服务协调， 只要生产线有什么

需求或是出现什么问题， 都能以最

快的速度加以解决。 企业的生产组

织机制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生产

过程监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生

产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建立

起了设备现代化、工艺现代化、检测

现代化、 仓储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

的大生产组织。 尤其是芙蓉王的生

产，随着重点工程建设的稳步推进，

正向自动化、 智能化和高度人性化

的现代化大生产进一步迈进。

“

30

天， 完成

10.7

万箱的产

量”。 这是常烟创下的奇迹。

或许困难和压力有意考验勇

者的意志和韧性 ，

2008

年春节前 ，

面对一、 二类卷烟竞争的白热化的

市场，湖南中烟提出“抢占制高点，

快速占领市场”，“芙蓉王”的生产任

务骤然增加。 短短

30

天内要完成

10.7

万大箱， 就当时的设备能力而

言，这已经突破了极限。

千钧重担压肩， 常烟人焕发出

高昂的斗志。全厂各部门协同作战，

积极配合， 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一切

为生产服务中 。 二车间新增一条

3000

公斤

/

小时的制丝线， 一车间

添置

5

台（套）新设备，对制丝线实

行“四班三运转”，确保人停机不停。

生产管理部及时衔接，合理调度，保

一个“顺”字；企业管理部在工作流

程、工作标准制定上完成了“两标一

体”的试运行，并且随时了解发货情

况，及时取得公司支持，保一个“畅”

字； 设备工程部和重点办 “两块牌

子、一套人马”，面对超常任务，他们

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进行在线设备

的抢修和维护……

围绕芙蓉王生产这一中心任

务，各部门协调配合，团结协作，谱

写了一曲芙蓉王现代化大生产的动

人乐章：风雪交加的深夜，物资配送

部的同志还在卸货、收货、验货；生

产车间， 员工们穿着短袖奋战在机

台旁。春节长假，生产线维修人员连

续

13

个昼夜加班，大年三十、初一

都战斗在生产现场……

“

50

天完成

25

万大箱”的生产

攻坚战， 则生动写照了长烟人的战

斗力。

2007

年元旦前，由于旺销的市

场再次刷新生产指标， 长烟接到公

司“春节前必须完成

25

万大箱的生

产计划” 的任务， 这意味着长烟在

50

天内必须完成平时两个半月的

产量！

现场就是市场，长烟全体员工、

各职能部室以最快的速度统一思

想、紧密部署，上下协同，全员联动，

投入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一场生产攻

坚之中。

50

个日日夜夜被长烟人不

折不扣的执行力演绎成一曲曲动人

的旋律，“两个至上” 的价值观生动

地 化 成 一 个 个 感 人 的 场 景 和 故

事———

卷包车间

4

天内完成

5

台套

PT

特烟的设备改造；动力车间原计

划八天的设备检修在两天内拿下，

锅炉维修工骆铁双， 刚动完手术就

来到车间投入到紧张的检修中；餐

饮分公司的员工加班到凌晨就在办

公室沙发椅上躺一会， 清晨又照常

进班……

2007

年

2

月

15

日凌晨， 长烟

制造中心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顺

利完成

25.166

万大箱的生产，并创

下了安全检查零事故、质量零缺陷、

交货及时率

100%

的完美业绩！

质量为本 高品质就

是竞争力

当今世界，企业之间的竞争，实

质上是产品质量和经营质量的竞

争。可以说，“芙蓉王”“白沙”等湘烟

品牌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傲立群

雄， 与湖南中烟一贯的高品质追求

是分不开的。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质量面

前，他们“谨小慎微”，容不下任何缺

陷；质量面前，他们精益求精，不放

过任何细节。在湖南中烟采访，我们

处处都能体会到那种入骨入心的质

量文化，在那里，质量是一种态度、

一种标准、一种责任、一种承诺。

“产品质量没有最好， 只有更

好。”这是湖南中烟人常挂在嘴边的

话。 走进长沙卷烟厂和常德卷烟厂

的生产车间，“质量源于细节， 标准

源于市场”、“疏忽

1％＝

失去

100％

”、

“

1.8

秒的松懈就可能酿成一次质量

事故”等标语赫然在目。从公司到车

间始终把品牌质量摆在首位。 严把

投料前原辅材料质量关， 不断提高

卷烟生产过程控制水平， 加强对成

品和半成品的监督检验，把质量、成

本控制落实到生产的各个环节。 不

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质量的细

节，长烟人确保了“包包精品、支支

一流”，将“亿支万件”无质量缺陷的

记录不断刷新。

对质量的控制是超前的。 为把

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湖南中烟建

立了一套完善的质量预控体系，增

强产品质量的预控保障能力， 并针

对产品质量缺陷的快速处置出台了

相应的配套措施， 将质量管理从传

统的 “产后检验 ”向 “产前预控 ”转

变。 形成了有效的“设备、工艺、产

品”质量控制链，使产品质量检验前

移、产品质量控制因素前移，实现了

质量管理由结果控制向过程控制的

转向、 由人工经验向科学决策的转

向、 由实物质量控制向对整个在线

装置控制的转向。

对质量的控制是全过程的。 原

料质量直接关系到产品品质， 为了

把好烟叶质量关，

2007

年， 公司将

烟叶调拨工作“阵地”前移到产区烟

草公司的基层站， 主动配合产区烟

草公司做好入户预检、 编码收购工

作；严格执行烟叶调拨程序，加强烟

叶调拨质量的跟踪考核， 实行质量

责任追溯制。在长烟，把质量过程控

制向精准控制推进， 针对某些检验

标准定性描述多， 易出现理解和执

行上的差异， 长烟更多地引入定量

标准或缺陷图片作参考， 标准制订

得更为具体， 提高标准的适应性和

可操作性。 确保多点生产标准执行

的一致性。 并增加了有利于烟丝质

量评价的烟丝碎丝率、填充值、烟丝

宽度、梗丝厚度等检测标准。常烟生

产的每一支烟，其质量从烟叶、卷烟

纸、咀棒等“子细胞”开始，到投放市

场到消费者手中， 质量监督检测都

有详细的跟踪、记录和提升。

对质量的控制已经覆盖到每一

个角落。 长沙卷烟厂“白沙”品牌卷

烟与多家烟厂实现了联营生产，确

保联营厂家“白沙”卷烟的质量一直

是长沙卷烟厂非常重视的问题。 为

了实现“白沙”“一牌多点”生产的卷

烟产品在质量上的一致， 公司开展

产品均质化应用研究， 着手搭建科

学、统一的工艺技术集中平台，并积

极探索质检新模式， 制定质量监督

抽查制度， 定期开展消费者调研和

产品质检工作。同时，他们还向各联

营厂家派出了“白沙”卷烟项目组，

进驻

10

个联合加工点，向合作厂家

提供均质化生产的指导、 管理和服

务 。

2006

年一个寒冷的冬日 ，“白

沙” 项目组驻河北白沙的工艺员陈

彤发现在烘丝机出口处每隔半小时

左右都会滴一滴水。“虽然只是一滴

水，也会影响产品质量，最终影响到

消费者那就是大事了。”陈彤和项目

组的其他成员立即召集车间工艺

员、维修技术人员、设备主任一起查

找原因。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作战，

终于解决了难题。 由于对联营加工

的管理到位， 无论是行业的质量检

测数据还是市场反馈情况， 长沙卷

烟厂对外合作加工点的质量合格品

率均为

100%

。

生产线上，一台台精致的小车，

载着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和检测工

具，穿梭于各个生产现场，进行质量

数据的采集……从今年

1

月

1

日

起， 常德卷烟厂增加了这样一道别

样的风景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湖南中

烟生产厂对质量的管理手段也不断

进步。近年来，常烟建立了质量管理

信息系统，将过程质量的控制、在线

质量的控制、成品质量的控制、源头

来料的监控都纳入了信息系统。 而

在长烟，则有一个被称为“质量问题

电子词典”的质量经验库。长烟把历

年来出现的质量隐患、 质量缺陷及

解决措施，全部收集起来，开发出了

质量经验库。 当生产过程中发现质

量问题时，通过查询经验库，一般都

能找到解决措施； 还可根据与经验

库中记录的质量问题发生的生产环

境作对比， 判断当前生产状况是否

可能导致质量问题， 从而预防质量

问题的发生。此外，通过经验库中的

各种统计分析工具， 还能快速发现

关键质量问题，并找出辅料、设备、

人员等与质量缺陷的关系， 结合参

数库，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促

进工艺质量的持续改进。

更为可喜的是， 一种以追求

质量为核心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已在

湖南中烟形成， 对质量的追求成为

每个员工自觉行为。在湖南中烟，流

传着很多感人的故事： 常烟二车间

挡车工方朝辉， 每天下班都会详细

地记下当天的生产情况， 产量、消

耗、质量隐患、设备故障以及解决的

方法。这个习惯他已坚持

7

年，前后

用完了

10

多个日记本。

当年“张瑞敏砸冰箱”事件，使

海尔成为重视质量的代名词。 而常

德烟厂流传的拆烟故事， 与之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 。

2008

年

1

月的一

天， 因设备刚调试好， 车间生产的

“芙蓉王” 小盒包装出现了质量问

题，班长立即下令设备暂停生产，并

且把本班时间所生产的所有 “芙蓉

王”都调回拆开检查。那意味着要把

几十箱烟全部拆成小盒， 一个班产

的烟要三个班才能拆完， 还要再包

装。而此时，正是车间生产任务最紧

的时候！ 但是，没有丝毫犹豫，说拆

就拆！全部拆完后，发现有问题的小

盒烟只有

10

盒左右！不合格率低于

千分之一！要算成本和经济账，显然

是太不合算了， 因为这四个班的产

值约

600

万元！

但回报却是丰厚的。 尽管这两

年芙蓉王市场需求量大增， 产品质

量仍然稳中有升，经国家级、省级及

常烟质量检测站抽检， 合格率全部

达到了

100%

，并以高票入选“中国

消费者喜爱商标百强”， 排名第八

位。

成 本 领 先 数 字 之

“降”凸显水平之“升”

在常人眼里

,

作为每年上缴税

收数以亿计的利税大户

,

湖南中烟

绝对有理由“财大气粗”。 谁也不会

想到，在成本控制上，湖南中烟却是

抠门抠到了家。

在湖南中烟管理者的眼里，成

本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跟质

量、效率一样，是推动企业进步、打

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之

一。 于是，每年的工作会、职代会，

“成本”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热词之

一。

作为硬性指标， 公司上下带上

“紧箍咒”：在公司机关，办公室制定

了一系列加强内部管理规则， 对于

公司的内部管理从严要求， 严格预

算管理，严格费用控制。从办公设备

添置到业务招待乃至公车使用，都

有严格的规定。

而从市场主体地位退下来的各

个生产厂， 作为成本控制的主要执

行单位， 挖潜降耗指标更是被一一

分解到各个岗位。在长沙卷烟厂，随

着 “成本改进项目承包制度” 的推

行，“成本领先”观念深入人心。在常

德卷烟厂，“节约型企业” 创建活动

在全厂全方位展开， 各部门负责人

与厂部签订节约挖潜目标责任书。

为确保实现今年挖潜降耗

3

亿

元的目标，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对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

认真分析， 制订了提高烟叶综合利

用效率、降低万支能源消耗、降低材

辅料采购成本等一系列增收节支的

具体措施。

围绕挖潜降耗， 各生产厂开展

了大量的管理改进、 技术攻关和工

艺攻关，从节约烟叶、辅料、动能、采

购费用等方面制订了详细的降耗方

案。 并针对烟叶、烟丝、咀棒、卷烟

纸、小盒、条盒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

设备改进和设备攻关降耗。

在成本控制上，常烟在“严”字

上做文章， 坚持不懈地抓好此项工

作， 并将抓好节约型企业和环境友

好型企业创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全员的节约环保意识。 节

约资源和控制浪费为目标建立了一

套严格的考核机制， 对原辅材料入

厂计量把关、 过程工艺控制等影响

生产成本的各个环节和关键点进行

深入广泛的调研分析， 寻求可优化

流程和可控制成本真实性的途径。

其次， 严格定额管理， 加强统计分

析，不断探索、完善符合企业管理实

际的成本核算模式， 大大提升了成

本控制管理水平。

2007

年，企业实

现节约挖潜

2495

万元。

要真正打造成本领先优势，必

须通过技术创新实现降低成本新突

破。一项技术改造，往往会发挥出巨

大的成本效应。 长沙卷烟厂技改办

作为该厂设备、 设施更新改造和维

护的职能部门，是资金使用的大户。

在每个项目的设计上， 在不影响质

量和功能的前提下， 他们首先想到

的是节约。 在对一个项目的地基处

理中 ，该办经过充分论证 ，将

1100

米的防空洞大开挖改为采用填实处

理，节约资金

80

万元。 ”

在成本控制中，“小事件” 往往

也能支撑“大成果”。在湖南中烟，笔

者听说了许许多多的小故事， 看似

微不足道， 却生动地体现出成本控

制在湖南中烟往深度、 精度发展的

可喜态势。 成本意识已渗透到每个

员工的习惯之中， 渗透到每个流程

的标准动作之中。例如，在长烟的联

合工房综合班， 每一批外运烟丝出

柜结束后， 皮带和储柜里总会残留

一些尾丝， 点点滴滴接出来， 多则

30

多公斤，少则

10

多公斤。 虽然相

对于一天

4

万多公斤烟丝的装箱数

量而言，这些简直微不足道，但从不

舍弃任何一根烟丝一直是综合班员

工的行为准则。 这些尾丝悉数都被

掺兑到出丝皮带， 输送到了卷包车

间。 按一个月

18

批外运烟丝计算，

仅此一项， 综合班全年就为厂里节

约

6000

多公斤成品烟丝。

而在长沙卷烟厂卷包车间，每

个机台操作工人手一张过塑卡片，

上面记载着各项原辅料的最新价

格：精品条盒

1.4

元一张，白沙小盒

0.1

元一张，一支嘴棒

0.03

……节约

每一张烟盒纸、每一个滤嘴棒，成为

员工的自觉行动。 虽然每个小件节

约下来的只是不起眼的

1

毛钱 、

4

毛钱，可一算下来，全年的效益还真

能让人吓一跳。从今年年初到

7

月，

长沙卷烟厂节约各品牌小盒

112.7

万张 ，条盒

50.3

万张 ，直接降低生

产成本达

58

万元。

在常烟， 过去包装烟叶的麻袋

使用一次后即行报废。如今，原烟仓

库的工人回收每一个麻袋， 多次循

环使用，

2007

年仅此一项就节约费

用

150

多万元。

涓涓细水，汇流成海。在品牌规

模越做越大的同时， 湖南中烟各项

成本费用指标呈现下降之势。 据统

计，湖南中烟

2007

年全年物资平均

成本节约

1.8

亿元， 全年广告宣传

费用节约

1.3

亿元； 单箱耗烟叶加

权平均同比下降

0.3

公斤以上 ，全

年成本费用同比下降

6000

万元；通

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

全年节约成本

3000

万元；通过改进

工艺，发挥烟草本香潜力，降低香精

料设计成本和过程消耗， 全年节约

3000

万元。

致力于精细化管理的湖南中

烟，何时能够成为别人的管理标杆？

以“国内先进，国际一流”为方向，正

在疾步前行的湖南中烟， 已经一步

一步接近目标！

———看湖南中烟如何打造国际一流的行业样板工厂

唐爱平 邹智云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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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降低成本的重要环节

成品整车待发

现代化生产车间

长烟联合工房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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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