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诊断、标准引领、名牌培育、技术支撑、示范区创建

山山东东质质监监帮帮扶扶产产业业升升级级的的梁梁山山模模式式

本报记者 马绍栋
通讯员 陆强

查过你罚过你不是
目的，质监“点菜式”精
准服务为产业“壮骨”

据了解，梁山的挂车产业
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从
拳铺镇路边的几家电气焊农机
维修铺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
摸索着制造拖拉机拖斗，到后
来小批量生产汽车全挂车、半
挂车，再到后来发展成了全国
最有影响力的专用汽车产业集
群，像许多产业集群的成长一
样，在这个地方主导产业成长
的过程中，同样伴随着企业数
量急剧增加、重复建设、不良竞
争的问题，产品结构单一、技术
含量低的问题，个别企业生产
超标车、倒卖合格证等违规现
象也随之而来。

“不瞒您说，媒体上有关
‘假李逵闹梁山’、‘假冒伪劣挂
车集散地’等负面报道曾经让
梁山挂车产业陷入了舆论重
围。”回想当年，当地一位经济
主管部门负责人对产业起步之
痛记忆犹新。

“一个地方产业，如果在产
品质量上没有根本性提升，名
声再大也摆脱不了假冒伪劣的
形象困扰，谈不上长远发展，也
成不了什么支柱产业。”梁山县
质监局局长孙庆让告诉记者，
质量既是企业的生命，也事关
地方经济的形象。可以想象，当
年，几经起伏波折的梁山专用
车产业曾面临的关于如何提升
质量，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可持
续增长的困扰和考验。

困扰当地政府的难题，
也是各级质监部门思考的工
作重心。

2015年以来，省质监局局
长张宁波和分管局领导张健等
多次带领有关处室和单位到梁
山县调研，与当地政府会商、请
专家调研会诊，最终确定：“梁
山专用车产业走‘标准引领、品
牌带动、质量提升、信誉保证’

的发展思路。”张宁波局长告诉
记者，为此，省质监局专门选派
了一名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处级
干部到梁山县挂职。

产业要发展，首先要规范。
为此，省质监局秉承“在规范中
发展、在发展中提升”的理念，
严厉整治非标、超标生产，持续
开展整顿规范生产经营秩序，
并配合梁山当地市县政府，强
势出手，先后大力关停并转了
181家非公告专用车生产企业。

“不合法不合规的必须要
关停并转，这没问题，但是，关
停之后怎么办？你想啊，一下子
关停这么多企业，力度很大，压
力也超大。这不仅事关当地的
产业发展、财政收入，也事关当
地的民生就业啊！”谈起当年，
当地一位经济主管部门领导说
出了大力整治的真实感受。如
今，令他十分欣慰的是，“轻舟
已过万重山”，目前全县已有61
家专用车企业全部获得国家公
告资质，比整治规范前的40家
增加了50%以上，产业发展环
境得到有效净化。尽管181家不
合规生产企业被关停并转，企
业数量骤减一度令人担心，但
是最终，梁山挂车产业的基础、
内能、GDP贡献、集群吸纳就
业能力不减反增。

其间，针对梁山专用车生
产企业质量技术基础薄弱、专
业技术力量不足、人才缺乏等
问题，省质监局费了不少心思。
他们多次组织有关处室、大专
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进驻梁
山专用车产业园区，根据企业
需求为当地企业提供精准培训
服务，开出“菜单”，供企业结合
自身管理工作中的弱项和需求
来“点菜”。

此间，联合梁山县政府为
当地专用车企业举办了四期质
量管理基础培训班，为企业培
训质量管理、品牌创建、标准计
量、认证认可和卓越绩效管理
等方面人员近400人次。帮助专
用车生产企业建立完善质量保
证体系，全面提升企业质量管
理和产品质量水平成为山东省
质监部门推动梁山挂车产业转

型升级的基础工作。

不仅靠上指导还
请专家诊断，质监帮地
方借助“外脑”促发展

日前，在梁山中集东岳车
辆有限公司现代化的车间，工
人们正忙着赶制最新一批罐车
订单。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从生
产线的改造，到新材料、新工艺
和车型的应用与创新，中集东
岳都走在了行业领先位置，并
经严格检验考察认证许可成为
山东省第一家危险化学品包装
物、容器定点生产单位，山东省
第一家获得碳钢罐生产许可证
的企业，山东省第一家获得铝
合金罐车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第一家
取得山东名牌产品、著名商标
的企业等多个“第一”……企业
赢得多种名誉认证认可的背
后，是相关质量管理规范和实
力提升的最好佐证。

事实上，一个地方产业“由
乱到治”的背后，必定是政府相
关部门协力扶持推动的结果。
据省质监局产品质量监督一
处处长李庆文介绍：几年来，
省 质 监 局 多 次 组 织 山 东 大
学、山东质量评价协会等单
位专家到梁山中集东岳、万
事达等30余家企业开展现场
诊断指导活动，并结合企业
调查摸底结果、省局对全省
专用车企业监督检查的结果
分析等资料，梳理了专用车
产业和生产企业在面上和点
上存在的重点问题和薄弱环
节，帮助企业制定了一系列质
量提升发展规划，提出了有针
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通过借助‘外脑’查找分
析企业在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帮助企业分析排
查隐患风险问题，识别和建立
质量风险点和关键控制点，我
们形成了9个方面133条诊断意
见及改进建议，并对产业集群
内企业组织了全面培训讲解活
动，指导企业分析改进质量管
理工作。”今年1月11日，山东特

检集团专家帮扶梁山专用车公
告企业现场诊断启动仪式在济
宁市梁山县举行。围绕公告一
致性、3C认证、安全生产管理
等问题，省特检集团发挥平台、
体系、人才三大优势，组织汽车
业内顶尖专家在两个月内对梁
山县专用车公告企业全面“会
诊把脉”，通过现场精准服务帮
扶梁山专用车产业实现再突
破、再提升。

企业需要质量提升，产业
更需要升级突围。梁山以开展

“国家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创
建活动为总抓手，由帮扶团队
帮助制定出台实施意见，积极
推动梁山专用车及其配件企业
开展标准制定、质量提升、品牌
创建工作。2016年，国家质检总
局正式批准梁山县开展“专用
车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创建”，
由此，梁山专用车产业再次迎
来发展新契机。

联合产学研“一起
造血”，让标准和品牌
同飞

为帮助梁山专用车产业提
升“造血”能力，省质监局与当
地政府一起帮助专用车企业与
全国30余家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行业协会及有关专家建立
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产
学研相结合的产业开发格局。
目前梁山县共建有18家专用车
企业技术研发机构，拥有专利
400余项。

2016年3月，联合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湖北汉阳专用
车研究所等单位，采取各方合
作参与、多元化投资方式，一期
投资3000万元，在梁山联合建
设“国家级专用车质检中心”，
旨在填补产业发展中液压工作
站、侧翻试验台、ABS道路测试
系统等检验检测能力空白。在
梁山县设立了车载压力罐体快
检快出检验工作站，方便当地
移动式压力容器和常压危险化
学品罐体生产企业实现快检快
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费用。

作为质监部门系统化专业

帮扶的重要手段，标准引领是
梁山专用车产业升级的绝佳看
点。在省质监局指导下，目前，
梁山当地已完成《通用半挂车
和专用车销售服务行为指南》
和《汽车悬架》两个团体标准
制定实施工作，与中国汽车
协会联合制定实施了《商用
二手车评估规范》国家级团
体标准。通过标准化的手段，
倒逼企业提高生产工艺水平
和产品质量，促使生产企业
在售后服务等方面与国际标
准 接 轨 已 成 为 企 业 实 际 行
为。目前，梁山专用车已经出
口远销到加拿大、俄罗斯和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质量提升更关键的是
标准提升，去年以来各级政
府和质监部门已经给集团投
入了300万元，用于扶持我们
主导开展的行业标准制修订
工作。”华宇集团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扩林表示，
在 政 府 和 质 监 部 门 的 帮 助
下，华宇以标准制修订为抓
手，通过标准指导生产，占领
行业制高点，既提升了产品
质量水平，又规范净化了市
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标准升级的同时，梁山专
用车的品牌竞争力也在持续提
升。数字显示，2016年梁山专用
车产业荣获山东名牌产品7个、
山东服务名牌1个，山东省著名
商标3个，市长质量奖2家。市场
占有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与
之前相比大幅跃升。

省质监局局长张宁波表
示，帮扶梁山专用车产业的发
展，是省质监局在新时期探索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记者注意到，在刚刚结
束的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上，“深入实施质量强省和名
牌战略”被写入了省政府工
作报告。下一步，省质监局将
积极推广帮扶梁山专用车产
业升级的经验，重点帮扶宁
津电梯、聊城工业板材、黄岛
家电等创建国家级质量提升
示范区，提升区域质量水平，
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刚刚过去的2016年，有“全
国专用车生产基地”之称的梁
山县生产专用汽车11万辆，同
比增长35 . 8%；整个产业实现销
售收入216 . 1亿元，同比增长
32 . 7%；利税16 . 2亿元，同比增
长19 . 1%。从之前因为经营管理
不规范、产品质量问题频发而
数次被媒体曝光，到通过大力
整治提升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
的大背景下交出一份如此亮眼
的成绩单，梁山专用车的“质”
变历程正成为政府帮扶地方特
色产业集群涅槃升级的一个绝
佳样本。

“提升质量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重
要抓手，这既是抓当前的紧要
之策，更是谋长远的战略之
举。”省质监局局长张宁波表
示，梁山县专用车产业突破发
展的实践就是通过质量提升增
加有效供给的有益探索和勇敢
尝试。通过点菜式服务、专家问
题诊断、名牌培育、标准引领、
示范区创建，我省质监系统充
分运用质量标准技术手段，为
破解地方政府难题，助推产业
集群升级创造了“梁山模式”。

省质监局局长张宁波(前排右二)带队到梁山专用车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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