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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工艺注入品质灵魂

品质之道,要在工艺,贵在独特。
在技改设计之初，滁州卷烟厂以开放思维，从“黄山”精

品线、“黄山”品牌专线等先进成熟技改项目中汲取精华，集
全公司之智，设计工艺装备线路。

独有的“一”字型联合工房和工艺布局，东西高架库、南
北辅助用房，生产区域位于中央，设备布局紧凑，工艺线路
简洁；全新的协同制造中心项目，应用二维码、3D可视化等
智能检测、感官技术，实现生产全过程数据集成共享和全面
交互；统一的国产成熟卷接包生产线和 95%更新率制丝线
设备，更好发挥国产化设备自主可控优势……

设计图变为实景画，新布局匹配国产化，如何彰显焦甜
香风格特色？

滁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全新的”“独有的”“统一的”硬
件环境，在于紧贴硬件环境而开发出的精细的过程控制、轻
柔的加工方法、智能的应用场景。“精细、轻柔、智能”，像做
艺术品一样做产品，追求“丝丝甜润、支支一流”,也解锁了提
升国产化高级感的“工艺密码”。

“精”在物料匀净，采用“3+3”六级混配技术，保证卷烟
配方批内配比均匀性，同时采用霉变检测、金属探测仪、梗
拐细梗滚筒筛等20道净化工序，保证烟丝高纯净度；“精”在

控制细腻，创新设计“浸梗、暂存、蒸梗、贮梗”四级串联烟梗
增温增湿工艺，提高烟梗水分渗透率，同时针对关键主机设
备配备7台水幕除尘器，保证了工艺除尘排潮量稳定受控。

“柔”在关节互联，应用自有发明专利“贮叶双头出料技
术”，让贮叶、切丝、烘丝互联互通，让贮丝柜和喂丝机、风送
管道、卷烟机互联互通，上下游前呼后应、多关节自由组合，
实现了不同规格、不同加工路径、加工方法的快速切换；

“柔”在加工强度，应用了斜切式切片和预松散组合工艺技
术，解决上等原料不易松散、难舒展痛点，采用光谱除杂与
风选除块一体化设计，减少叶片风选除杂环节热量和香味
物质损失。

“智”在数据采集，在制丝线关键工序配备上百个温湿
度、流量检测点，实现关键工序质量数据全覆盖采集，夯实
整线物料一体化精准智控基础；“智”在数据运用，完成松散
回潮机、智能切丝机、智能烘丝机智能化改造，运用大数据
和神经网络模型，深入挖掘质量数据价值，探索前瞻性管
控、复盘式学习，破解视野盲区、水分难控、宽度自调等行业
难题。

从确定“大工艺”装备线路，到设计“大集控”工艺流
程，再到挖掘“大数据”推进智能化改造，新滁烟在聚智汇
力中沉淀品位，以“精细、轻柔、智能”为“徽烟制造”注入品
质灵魂。

“四个一”锤炼管控“颗粒度”

近年来，“颗粒度”作为衡量组织管理水平的重要维度
指标，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滁烟把“颗粒度”思维应用在
质量管控中，既做好顶层设计、精准把脉，又关注到最小工
作单元周密组织，形成独有的管控章法。

一张图画到底，确保规划“颗粒度”。年初，滁烟深入研
究行业、公司、地方相关政策并持续开展多轮多方调研，结
合公司质量导向和自身实际情况，找准定位，明确目标，具
化指标，制定了涵盖一个总愿景、三项升级、六大行动的三
年建设方案。作为方案的主体，六大行动从工艺控制、数字
赋能、质量监督等方面立体化布局，下足了“绣花功”，为质
量管理描绘了清晰的“工笔画”。

一体化布局，确保设计“颗粒度”。质量技术科以新

MES系统为平台，优化完善质量指标数据采集、统计，同时
以智能化技术为支撑，构建质量指标动态监督管理机制，推
动质量管理模式蝶变升级；制丝环节将工序能力指数CPK
达标率作为设备运行稳定性评价的关键指标；卷包环节将
月度质量优等品率、工艺质量抽检纳入质量专项奖励范畴
……从意识提升、质量保障、风险防控等多个维度，一体化
设计三十余项管理、技术标准，质量保障“制度化、成体系、
运行稳”持续推进，质量标准体系覆盖率达到100%。

一盘棋推动，确保行动“颗粒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制度的执行需要多方面的协作与配合。滁烟成立由
厂党委书记任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质量工厂”建
设领导小组，下设推进办公室统筹策划、抓组织协调，五个
专业建设组，组内领题攻关、职责到人，组外紧密协作、互相
补位，全过程高位高压推动；创新构建了制度执行日反馈、
月评比工作机制，将工作定位向监督聚焦、责任向监督压
实，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推动质量管理制度发挥效能，让建
设行动“全厂一盘棋，人人都是责任者”。

一次性解决，确保时间“颗粒度”。在新设备的磨合期、
新工艺的构建期，生产一线必然会面临出现一系列新情况、
新问题。生产车间优化重建了“经验库”机制，要求操作、维
修、保养、品控所有岗位员工，及时将遇到的新故障、解决的
新办法梳理“入库”，并在下个班次分享经验，让新问题只发
生一次。一旦出现“单兵作战”解决不了的问题，迅速开展

“团队作战”集中攻关，确保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
一张图规划确定了方向，一体化设计明晰了路径，一盘

棋推动强化了力度，一次性解决保证了速度。“‘四个一’像四
把锤子，不断敲击，让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在锤炼中反复重
塑、定型，臻于‘质’善。”滁州卷烟厂总工程师邵名伟说道。

全员合奏卓越“交响曲”

装备升级、技术改进、工艺优化……在新厂房、新产线
上，滁烟人在质量工程建设上努力探索和践行自己的破题

“新”法，处处可以感受到向“新”、逐“质”、攀“高”的活力。
走进制丝线的生产现场，机台操作人员完成当日设备

启动工作后，便会立即对预松散装置进行参数验证，对关键
工序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这是在开展叶丝干燥、叶

片加料、松散回潮等工序综合评价，以此形成设备基础信息
动态管理，全面落实设备全生命周期跟踪和信息共享。

在卷接包车间，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首班开机之
前，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专业保养；换班交接后，机台点检
人员对设备进行点检保养。这是滁烟新构建的设备专业维
护保养和日常点检保养相结合管理机制，以规范化的设备
保养管理落实设备运行“稳”，保障质量指标“优”。

“5#线烟支表面不平整，正在维修。”“7#线小盒商标纸
脱色，已修复。”在质量技术科工艺检验交流群，时常出现这
样的消息提示。这是滁烟围绕产品质量提升，搭建的信息
交流分享平台，以信息及时传输全面强化过程质量管控。

“质量工厂”建设不是几个人的“独奏”，是全体滁烟人
合奏的“交响曲”。在滁烟，规范操作，已经成为好习惯，贯
穿在设备的一启一停中；质量意识，正慢慢成为“潜意识”，
浸润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追求卓越，已经成为滁烟人的共
同目标，凝在流水线的丝缕支包中……

“人才是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也是厂党委推进‘质量工
厂’建设的主旋律，我们特别实施了‘星火计划’，加速工艺
人才队伍培养。”邵名伟补充道。“星火计划”以优化培训资
源、拓宽培育路径为抓手，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人才培
育方式，先后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习调研五十余次，同
时以工艺检查、工艺制造水平评价为平台，组织工艺队伍在
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以星星之火，点燃滁烟“质量工厂”
建设的强劲引擎。

成效好不好，数据来说话。
2024 年上半年，滁烟各环节高效有序运行，优质品率

100%，产品综合质量得分 97.9分，同比上升 0.16分；9月，在
公司组织的全线工艺测试和工艺制造水平评价中，滁州卷
烟厂综合得分相较于老线提升了10.45分。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7月15日，公司党
组书记、总经理王玉立在滁烟调研时，提出了“走质量第一、
质量强企之路”的指示要求，更加坚定了滁烟建设“质量工
厂”的决心和信心。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公司党组要求，承接落
实好卓越质量提升行动，加快‘质量工厂’建设步伐，在育优
势、强特色、上高端中，推动品质管控和产品质量从‘跟学跟
跑’向‘并跑领跑’转变，为推动安徽中烟高质量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贡献滁烟力量。”邵名伟说道。

匠心育优势匠心育优势““质质””善上高端善上高端
—安徽中烟滁州卷烟厂“质量工厂”建设综述

钱伟 倪霞

编者按：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进步，意味着阶段的更新，目标的前移，呈

现出观念、方法和成效的变化。从坚持“聚力三线”到建设质量工厂、
智能工厂、绿色工厂，从拉高标杆、奋力追赶到对标一流、奋勇争先，新
工厂、新设备、新场景只是一次更新，是进步之表；而新观念、新方法、
新姿态才是一次新生，是进步之里。

对于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滁州卷烟厂而言，发挥技改后发
优势，表里兼修、软硬一体，全力推进“三个工厂”建设，打造国产化智
能工厂的新标杆，正是由技改之变循次而进，迈向技改之效的新征程。

他们进了一座新厂，但进的不仅仅是新厂。

产品是生命，品质是灵魂。
刚完成整体搬迁的滁州卷烟厂，就把质量工

厂建设作为一号工程，以“品质为王”理念，练就
“一支好烟的功夫”。一年来，滁烟不仅打破了技
改之后“硬件基础走高、生产指标走低”的常态，
还呈现出质量指标平稳上扬、各类竞赛屡获佳
绩、科技创新捷报频传等超预期成效，工艺制造
水平评价更是得到了历史性高分……

所有的“超”乎预料，背后都是滁烟近年来在
锤炼工艺特色、培育“质”善优势中的厚积薄发。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产品注入灵魂，让技
改更具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