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伊始，作为我省汽车零部件产业

链条上的重要支柱企业——长春一东汽车零

部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一东

零部件”）接连传来发展“喜报”，企业最新转型

产品获得国内市场中标；国际市场产品迎来研

发生产新突破……

近日，记者深入长春一东零部件，随着企

业负责人的深入讲述，探究这家创立初期员工

不足200人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如何在发

展历程中从本土供应商跃升为国际市场的“中

国名片”？

如何抓住机遇叩
开一汽解放大门

2004年的中国商用车市场，正经历着一

场深刻的变革。一汽解放启动J5牵引车国产

化升级项目，核心任务之一是将机械式举升机

构替换为液压式，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彼

时，国内尚无成熟的本土供应商，进口产品价

格高昂且交付周期漫长。这一空白，成了长春

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眼中“千载难逢的机

会”。

“当时公司高层连夜开会，决定必须抓住

这个机遇。”长春一东零部件副总经理丁连生

介绍说。他至今还记得前任领导讲述那段时

间企业面临发展关键节点时的紧张氛围，企业

全体员工都铆足了劲头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最终，长春一东决定与韩国东进精工株式

会社达成战略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引入韩国

先进的液压技术体系。2004年9月，合资公司

长春一东零部件成立，当天技术团队便驻扎进

入工厂，开始了昼夜不停的研发工作。

然而，从图纸到产品，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更何况一汽解放对供应商的审核近乎严苛，技

术能力、质量控制、交付效率缺一不可。长春

一东零部件从零起步，仅用8个月便完成了厂

房建设、设备调试到试生产的全流程。其首款

液压举升机构产品历经震动测试、高低温循

环、耐久性试验等数十项极端测试，最终以零

缺陷通过审核，成为一汽解放J5牵引车的独

家供应商。

“进入一汽解放市场是长春一东零部件发

展的重要里程碑。”丁连生说，从那个时候开

始，企业便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产品研发能

力、检测能力、加工能力和生产管理水平，为一

汽解放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配套的车型

也由当初的一种车型扩展到一汽解放生产的

所有车型，连续12年获评“战略供应商”“核心

供应商”“质量贡献奖”等荣誉。

一汽解放的“信任票”，为长春一东零部件

后续拓展国内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何在红海竞争
中巩固国内领先地位

“记得当年我大学毕业后走进公司，公司

老厂区会议室的一面墙上写有‘背靠一汽、面

向全国、走向世界’12个大字。”丁连生深有感

触地说。这12个字表达了长春一东零部件依

托一汽解放这个根基，逐步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愿望。

长春一东零部件成功进入一汽解放供应

链体系后，行业内知名度也不断攀升，国内不

少主机厂主动上门寻求合作，期盼重卡汽车液

压举升机构实现国产化平行替换，优化生产成

本。

2009年，安徽华菱向长春一东零部件抛

出了橄榄枝，希望用国产液压举升机构替代进

口产品。然而，对方提出的“3个月交付样件”

需求，让团队倍感压力。

“客户的需求就是命令！”丁连生说。长春

一东零部件当时并没有被如此短暂的交付时

间吓倒，随即企业迅速派出技术团队与生产骨

干优化设计，将原本需要两周的模具加工周期

压缩至5天，最终样件交付提前一周完成，赢

得了安徽华菱的信任。

“没想到国产化产品能做到这个水平！”安

徽华菱技术总监当场竖起大拇指。不到一年

的时间，长春一东零部件实现安徽华菱全系车

型覆盖，并保持独家供货至今。

与陕西汽车的合作则是一场“技术攻坚

战”。此前，陕汽长期依赖国外一家企业生产

的液压举升机构产品，但高昂的成本和漫长的

交付周期成为痛点。

2015年，长春一东零部件通过技术对标，

提出“平行替换”方案，针对陕汽具体车型，优

化液压缸密封结构，提升防尘圈耐磨性，使用

寿命大幅超越进口产品。

经过3年多的合作，长春一东零部件生产

的液压举升机构产品覆盖了陕汽的所有车型，

并凭借综合性价比成为陕汽唯一的国际主流

配套厂家（出口车）和国内主流配套厂家。

“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客户的选择

逻辑很简单，质量更可靠，就能站稳脚跟。”质

量管理部部长王志强还透露，长春一东零部件

的售后PPM（百万件故障率）始终低于行业平

均水平。

2021年，中国重汽为实现液压举升机构

国产化，派出一支由20名专家组成的审核组

进驻长春一东零部件。审核持续了整整一周，

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库，每一个环节都被反

复核查。

最终，审核组组长在总结会上感慨：“你们

的质检流程比国际标准还要严苛。”凭借这一

硬实力，长春一东零部件陆续与福田、中国重

汽等8家头部车企达成深度合作。

2024年6月，长春一东零部件更是独家为

重汽出口的汕德卡配套生产液压举升机构产

品，标志着其正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双赛道”。

如何突破国际市
场的“高门槛”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国内市场稳居龙头

后，长春一东零部件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全球

舞台，将“走向世界”的愿望变成现实。

2017年，德国戴姆勒奔驰在中国寻找重

卡液压举升机构供应商。得知消息后，长春一

东零部件立即组织团队准备材料，对标国际标

准，重新梳理工艺流程，甚至不惜投入上百万

元按照奔驰要求建立独立的清洁度检测室。

2018年，长春一东零部件成功进入戴姆勒奔

驰供应商体系，2022年9月，成为其中国工厂

的独家供货商。

与瑞典斯堪尼亚的合作则是一场“马拉松

式”的考验。斯堪尼亚的审核涵盖社会责任、

技术能力、物流效率等五大模块38个子项。

首次接触时，对方直言：“你们还达不到我们的

要求。”但长春一东零部件没有放弃。

2023年7月，斯堪尼亚审核组抵达长春，

从车间环境到员工福利逐一检查。审核组注

意到，工厂为每位员工配备了符合人体工学的

座椅，车间角落还设置了员工休息区……

“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企业的责任感。”

审核组评价道。在技术审核环节，审核组工程

师对液压缸的密封性能提出质疑，长春一东零

部件当场调出3年内的测试数据，并邀请审核

组参观实验室。

“你们的数据透明度和技术积累令人钦

佩。”最终，审核组对长春一东零部件予以了高

度评价，企业于2024年3月成功进入斯堪尼亚

供应商体系，并获得斯堪尼亚在中国如皋工厂

的产品开发配套权。前不久，斯堪尼亚决定将

其在西班牙等地工厂的新产品交由长春一东

零部件配套生产。

“全球化是长春一东零部件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战略，我们在稳固国内市场领头羊地

位的同时，不断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谈到未来，

丁连生信心满满。

“20年前，我们连一汽解放的门都难进。

如今，我们的产品能装进奔驰、斯堪尼亚的重

卡。”丁连生望着忙碌的生产线，语气中充满自

豪。

此时，长春一东零部件的智能化生产线

上，机器人正按照指令有节奏地组装重卡汽车

液压举升机构产品件。在一条流水线尽头，工

人们正为一批即将发往国外客户的液压举升

机构贴上属于中国制造、属于长春一东零部件

的身份标签。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从国内领军到扬名海外
——长春一东汽车零部件市场开拓启示录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招才引智进行时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

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

揣着梦想与激情回归乡

村，用创新思维和青春活

力为乡村发展添砖加瓦。

吉林省龙井市的尹春姬便

是其中一员，她在乡村开

设咖啡店的创业故事，正

成为乡村时尚转型的生动

注脚。

尹春姬 2015 年大学

毕业后，选择在延吉市工

作。在延吉的6年，她见

证了当地文旅业的蓬勃发

展，也深深被独特的咖啡

文化吸引。她敏锐地察觉

到，随着延吉旅游的火热，

乡村旅游必将成为新的发

展趋势。一个偶然的契

机，朋友提出将咖啡店开

到乡村的想法，与她不谋

而合，她一直期望为乡村

游的顾客打造一个舒适、

安逸的休闲空间。

2021年，尹春姬毅然

决定回乡创业，她将目光

投向了老家龙井市东盛涌

镇的平安村。说干就干，

她和合伙人投入50万元，

对旧民房进行改造装修。

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就在咖啡店即将营

业时，他们发现店前缺少

停车场。幸运的是，村委

会对返乡创业青年大力支

持，迅速开展停车场的设

计与改造工作。

2023年8月，“田画里

咖啡店”正式开门迎客。

咖啡店凭借乡村优美的环

境和独树一帜的装修风

格，本应吸引众多顾客，却

因前期宣传不足，开业初期门可罗雀。关键时刻，龙井

市委宣传部组织媒体和网络达人对返乡创业项目进行

免费宣传，为咖啡店带来了转机。

随着咖啡店知名度的提升，平安村的乡村旅游氛

围愈发浓厚。短短一年间，村里相继开了6家民宿，这

不仅让尹春姬在创业路上不再孤单，更为咖啡店带来

了新的客源。如今，咖啡店的生意蒸蒸日上，越来越多

的朋友找到尹春姬，希望围绕乡村旅游共同发展。看

到小店的成功和朋友们对乡村发展的热情，尹春姬对

未来充满了信心。

尹春姬的创业经历，只是我省乡村旅游发展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我省乡村旅游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吸

引了众多像尹春姬这样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他们带来

新的理念和模式，为乡村注入了时尚元素和活力。这

些年轻人的回归，不仅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也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年轻人正成为一股不可

忽视的力量。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乡村这片

广阔天地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让乡村变得

更加时尚、充满活力。相信在这些年轻人的共同努力

下，我省的乡村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乡村振兴的梦

想也将逐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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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李志宇）近日，长春站

传来好消息，定期票产品迎来全新升级与扩充，同时推

出系列优惠举措，为广大旅客的出行带来更多便利与

实惠。

此次长春站定期票调整覆盖长大高铁、长白乌铁

路、长珲城际等沿线地区。在使用次数方面，相比以

往，为旅客提供了更为灵活丰富的选择。在原有的60

次/30日定期票基础上，新增10次—55次（每5次为一

档产品）/30日共10种类型。无论是每日往返通勤的

旅客，还是出行时间较为弹性的人群，都能精准匹配到

适合自己的票种。

价格优惠力度也是此次上新的一大亮点。定期票

新产品推出后，将实施最低近6折的优惠，进一步降低

了跨城出行成本，让旅客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享受便

捷的铁路出行服务。购票流程也得到了简化。以往购

票时需先选产品线路名称，现在这一步骤已被省略。

旅客只需登录12306网站或者“铁路12306”手机App，

进入“计次·定期票”专区，根据实际需求直接输入发

站、到站信息，即可筛选适合的新票制产品，灵活选择

不同席别、次数和产品的组合。购票完成后，旅客可直

接刷身份证或手机二维码进站，实现“随到随走”，大大

节省了出行时间。

针对旅客可能关心的问题，长春站作出了详细解

答。购买定期票后，须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乘车，

30天内未乘车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产品一

经启用乘车，票款不予退还，未启用乘车的，可由购买

人通过原购买渠道申请退款，15个工作日内通过原支

付方式全额退还。此外，产品仅限乘车人本人使用，不

能转让或共用，且乘车人需在购买时指定的发到站使

用，按规定预约或乘坐指定席别，不得在中途站上下

车、越站或跨席别使用。在预约乘车方面，旅客既可以

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App、自动售票机提

前预约席位，也可以在列车有剩余席位时直接刷证进

站获取席位，席位信息将以短信形式发送至预留手机

号。

长春站此次定期票的上新与优化，是提升旅客出

行体验的重要举措。相信在这些新政策、新产品的助

力下，旅客的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经济。广大旅客

不妨选择长春站定期票，开启美好的出行之旅。

长春站定期票上新

本报讯（记者聂芳芳）近日，首钢通钢公司

徐凤娟创新工作室又有好消息传来，她们对

20吨动平衡测控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让该系

统由“老人机”变身“智能机”。

动平衡测控系统主要是通过测量旋转体

在旋转过程中产生的离心力或振动，确定不平

衡量的大小和位置，并通过添加或去除配重来

进行校正，使其达到平衡状态。在通钢主要是

给大型风机叶轮、电机转子等设备在检修后进

行平衡检测，确保稳定运行。

这次改造的直接受益者——动平衡测控

系统的操作工刘忠刚，满脸笑意地分享起他的

变化：“以前系统界面全是英文操作按钮，功能

少，就像个老人机，全靠人工计算，反复试验，

才能找到平衡点和重量的增减。按照这样，测

算一次就得耗费小半天。”谈及往昔的繁琐，刘

师傅无奈地摇了摇头。

近期，系统频繁出现测量不稳定、不准确

的问题，给动平衡检测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为

了确保动平衡的准确性，同时减轻岗位工人的

劳动强度，徐凤娟创新工作室决定给这台系统

来个大变身。经过一番“全身体检”，她们发现

系统的核心测控部分、传感器、连接线都老化

了，滚轮也磨损严重，经常无法定标。而且，原

有系统已经停产，修复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

“心脏移植”。徐凤娟创新工作室经过多次现

场调研和方案论证，最终更换了动平衡机的核

心电测系统、传感器、连接线和滚轮，还修整了

支架。改造后的系统焕然一新，核心控制系统

换上了微机屏幕彩色液晶显示，将英文改成中

文显示，数字和矢量图形组合显示测量值，参

数提示信息详尽；速度、左右校正面的量值与

相位一目了然，操作起来方便快捷。

现在，系统可以轻松切换单双面测量，只

需调出文件名称，就能灵活切换；自带自检功

能，故障排查准确无误；能储存上万种工件技

术参数，随时调用，无需反复输入；测量结果可

平面分解，用户可根据需求调整加重或去重方

式；自带分度功能，迅速定位不平衡量；定标、

夹具偏心补偿功能强大，确保检测准确度。此

次改造还增加了数据库功能，自动记录历史测

量值，为后续检测提供数据支撑。

首钢通钢公司又有创新成果

“老人机”变身“智能机”

测试人员正在对液压缸进行静态验证

操作人员正在组装手动泵产品

操作人员正在组装活塞杆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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