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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天航）5 月 13
日，我市举行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
业基地授牌仪式，为福建御厨食品
有限公司、漳州市东方仪器仪表有
限公司两家企业现场授牌。当天，有
关部门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走访残疾
人职工，与企业共同就残疾人就业
政策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

据了解，2023年全国残疾人按
比例就业基地经各省（区、市）残联积
极组织初评、推荐，由中国残联进行
复核、公示，最终全国共有265家用人
单位或机构入选，其中包括我市2家
企业，分别为福建御厨食品有限公
司、漳州市东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福建御厨食品有限公司安排残疾人
就业比例达30%，因人设岗安排残疾
人工作岗位，帮助残疾人职工参加各
种文体活动并给予特殊生活补贴；漳
州市东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安排残
疾人就业比例达31.52%，注重残健融
合发展，并为残疾人职工提供岗位培
训，专设“残障津贴”、残疾人职工子
女奖学金等多项福利待遇。

下一步，市残联将充分发挥残
疾人按比例就业基地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落实各项残疾人就业帮扶政
策，推动广大用人单位吸纳更多残
疾人就业，助力残疾人实现全面发
展和共同富裕。

我市两家企业被认定为
全国残疾人就业基地

本报讯（许意斌）近日，漳州
市 2024 年“美好生活·民法典相
伴——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暨‘服
务民营企业，蒲公英在普法’”活动
在龙文区步文街道吾悦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主办方向龙文区步
文街道的 13 个社区赠送了民法
典，旨在鼓励和引导社区深入开展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活动现场，《民
法典口诀歌》《民法典与生活同行》
等节目轮番上演，其间还穿插了民
法典知识有奖互动问答环节，极大
地激发了现场观众学习民法典的

热情。
民法典专题互动区，将老百姓

关心的知识要点巧妙融入普法游戏
中，让人们在娱乐中学习法律。在

“蒲公英”公益法律咨询活动区，各
重点市直、区直相关部门围绕群众
关注的法律问题，耐心解答咨询问
题和宣传教育，还发放了各类法律
法规书籍、宣传折页等物品。

此次活动由中共漳州市委全面
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
组、漳州市司法局、龙文区司法局联
合举办。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进社区

高振昌（左）展示热处理过的零件

本报讯（张小惠 陈秀平 文/图）日
前，第六届中国（蓝光杯·漳州）钟表设计
大赛系列活动之“智造启航计划”正式启
动，近60位钟表行业企业代表及设计高
校师生参与活动。

此次活动涵盖“跨界创新设计专家训
练营”“孵化项目指导加速营”和“线下路演
及项目对接会”三部分，邀请西北工业大学
教授余隋怀、拙雅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创
始人廖轲分别以《中华文化——新消费设
计的创新力量》《创新的顶层设计和流程再
造》为主题作演讲，并进行设计指导。

本次活动还举办了设计创新集中冲
刺活动，为部分获奖项目团队及个人提
供项目指导提升服务。现场25位来自钟
表企业和高校人员，涵盖设计、营销、技
术等，通过 1天的集中共创寻找创新机

会点，诞生了 4个初步概念方案。5月 15
日，还将组织进行线下路演及项目对接
会，促进项目与产业的精准对接，以加速
项目的落地和商业转化。

第六届中国（蓝光杯·漳州）钟表
设计大赛是一场国际化、多元化的盛
大赛事，吸引众多国（境）内外优秀设
计师参与，也诞生了大量创新创意的
设计作品。“智造启航计划”作为赛事
系列活动，由市工信局、龙文区政府指
导，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市钟表
同业公会联合主办，旨在通过开展综
合性的设计活动，以系统设计思维及
方法论指导帮助团队改变传统思维，
推动设计创新与钟表产业的全领域深
度结合，促进创意想法与市场需求的
有效对接。

第六届中国（蓝光杯·漳州）钟表设计大赛系列活动

“智造启航计划”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雨寒 文/供
图）近日，由省妇联主办的“‘爱在开
端’——0—6岁婴幼儿健康关爱巾帼
志愿服务行主题活动”走进南靖县。活
动开展了科学育儿家长课堂、健康义
诊等服务，吸引了两百余人参加。

讲座上，福建省心理健康研究
会老师通过讲解父母身份的变化、
孩子不同时期所需的心理营养，引
导家长关注孩子不同时期的心理
健康和情感需求。讲座结束后，县
妇联向现场的小朋友们和第三实

验幼儿园赠送学习绘本。
在健康义诊现场，由市中医

院、市妇幼保健院、县妇幼保健院
的医生组成健康义诊专家团队，为
幼儿和宝妈逐一提供专业的健康
检查和健康咨询（上图）；家庭教育
指导师开展一对一的育儿咨询服
务；省儿童潜能开发教育协会老师
为现场婴幼儿进行发育商测评。巾
帼志愿者还通过发传单、面对面讲
解等形式，现场宣传推广科学育儿
理念。

关爱婴幼儿健康关爱婴幼儿健康
巾帼志愿服务在行动巾帼志愿服务在行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机械制造厂在
常山开发区拔地而起，生产现场如火如
荼，一批批机械零件在生产线上加工成
型。在正式投入使用前，它们还需经过
一道重要环节——热处理。热处理是指
通过加热、保温和冷却的手段，使材料
在固态下获得预期组织和性能的一种
金属热加工工艺。

“热处理是机械零件加工中非常基
础且关键的一环，不经过热处理，零件
就不能正常使用。”台商高振昌说道。
2006年，他在常山开发区创办钲锋机械
工业有限公司，开始为当地机械制造厂
商提供热处理服务，而在此9年前，他在
重庆发展。

深耕热处理深耕热处理 于重庆打拼于重庆打拼

1997 年，在当地厂商邀请下，高振
昌从台湾来到重庆投资设厂。他回忆
道：“重庆一些厂商在制造汽车、摩托车
零件的时候做不好热处理，零件质量一
直有问题，只能从台湾购入零件。”到重
庆后，高振昌购入一辆卡车，才使用大
概5天，变速箱里的一个齿轮就坏掉了。
高振昌从未遇到过这种故障，这令他倍
感疑惑，便拆下坏掉的齿轮，着手研究
它的组织结构，这才发现是热处理出了
问题。

初来乍到，高振昌与当地厂商在零
件的加工流程上观念相左。后者多将购
入的原材料直接加工，结果是，即使使
用世界一流的热处理设备，加工出的零
件依旧缺乏稳定性，在使用中容易变
形。高振昌则坚持在购入之初以及后续
处理中锻打后检测、调整原材料的组织
结构。在微观结构上，材料内部有形状、
大小、厚薄不规则的晶粒，影响着材料
的硬度、耐磨性等，高振昌的做法是通
过温度控制，将这些晶粒恢复到原型，

“不同的需求对应不同的组织结构，针

对每种需求我们都有特定的调整方
法”。正因为有了这一环节，高振昌用最
简单的设备，加工出了高品质的零件。

高振昌表示，一直以来，当地厂商
忽略对材料组织结构的调整，一方面是
因为会增加成本，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
厂商不懂其中的门道，以为供应商已经
将原材料处理完备。在他看来，做好热
处理远不止购入一套好设备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在于技术与经验的积累。

高振昌于 1989年便开始在台湾创
业。虽说是热处理专业出身，在实践中
仍会遇到技术难题。彼时台湾的热处理
行业尚不成熟，大部分专业技术需要向
日本学习。他说：“当时日本的一些汽车
制造厂会到台湾设分厂，配套厂也跟随
而来。我们就跟着配套厂，一边帮忙加
工，一边慢慢交流，这才学到了比较成
熟的技术。”

在重庆的工作，对高振昌而言富有

挑战性，因为会接触到很多在台湾未曾
见过的材料。凭借在台湾积累多年的技
术与经验，他有了在重庆大展拳脚的底
气与能力。在与各种材料打交道的过程
中，他逐渐摸索出针对不同产品的一套
标准操作流程。“现在重庆所有给齿轮
做热处理的，都是根据我的这套标准操
作流程走。”他笑道。

不忘旧恩情不忘旧恩情 于常山扎根于常山扎根

到常山创业的台商，往往是看重
这里的市场、劳动力等优势，但高振昌
从重庆来漳，主要驱动力是情感，这与
台湾心源集团创始人陈金定息息相
关。

两人于台湾创业时便已相识。所谓
“万事开头难”，初出茅庐的高振昌，因
为不熟悉销售业务，一时间找不到客
户，陈金定便主动伸出援手，让高振昌
为心源集团做配套服务。“他是我的第

一位客户，后面我的大多数客户也是经
由他介绍来的。”高振昌说道。

高振昌还向陈金定学起了生意
经。刚开始经商时，高振昌经验不足，
陈金定就耐心地向他传授与人打交
道、做生意的基本道理。诸多道理中，
有一则让高振昌时刻铭记——讲求诚
信。热处理改变的是材料的微观组织
结构，从外观上无法洞悉一个零件内
部的品质如何，不乏有人为节省成本，
在处理时偷工减料。“热处理行业是一
个良心行业，做不好，消费者就会吃
亏，因为他们不知道零件内部的情况
怎么样，有些零件比如汽车配件还会
涉及生命安全问题。”正因为始终不忘
诚信的原则，高振昌在行业中逐渐积
累起口碑，受到重庆厂商的青睐，有了
到重庆发展的机会。

2001 年，陈金定兄弟三人来到常
山创办升源公司。2006 年，由于本地
热处理厂加工出的产品在品质上无法
满足客户需求，陈金定便邀请高振昌
来常山投资设厂。高振昌来到常山，
本意想向本地热处理厂传授些技术、
经验即可，但员工做出来的产品始终
不过关。此时，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
由高振昌亲自“坐镇”，这也意味着需
要他放弃在重庆的事业，因为两地相
隔甚远，热处理的过程需要他在现场
密切关注。

一面是有更多挑战性、更大市场的
重庆，一面是一路上一直支持自己的友
人，高振昌毅然选择了后者，将在重庆
的业务全部交付给徒弟们，自己到常山
创办钲锋公司，专门为升源公司的产品
做热处理。

如今，升源公司仍是钲锋公司的主
要客户，与陈金定之间真挚的情谊仍藏
在高振昌心中：“我们情同手足，有了他
的支持才有了今天的我。”

从台湾到重庆再到常山，台商高振昌——

一路辗转，为一份情谊留在常山
⊙本报记者 孟庆昊 通讯员 黄志亮 文/图

钟表行业企业代表和高校师生聆听专家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