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物联管理平台模拟测试工具
实现终端联调新模式

走进李信劳模创新工作室， 一个
个奖杯、 一张张奖状映入眼帘……在
这些荣誉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年轻
充满活力的团队。 “我们团队的平均
年龄是34岁， 我属于那个拖后腿的。”
今年35岁的李信笑着说。 李信劳模创
新工作室是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信
息通信分公司 （以下简称信通公司）
组建的职工技术创新平台， 李信就是
该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 博士毕业的
她主动申请到一线班组， 从最基础的
工作做起， 踏实勤奋， 将各项工作做
得有声有色。 截至目前， 创新工作室
共研发创新成果153项， 授权专利66
项， 受理专利148项， 论文186篇。 荣
获国家级奖项1项、 电力行业级奖项
11项、 北京市级奖项1项、 国家电网
公司级奖项1项、 国网冀北公司级奖
项18项。 多项创新成果已在行业内外
广泛推广和应用。

作为信通公司创新工作室领军人
物， 李信带领团队紧密结合国家电网
及冀北公司新业务需求， 积极推进大
云物移智链等新技术研究， 全面支撑
特高压、 新能源、 电力物联网及智能
电网建设， 用智慧和汗水为电力事业

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
目前， 李信正带领团队奋战在智

慧物联体系建设一线。 然而受疫情影
响， 建设调试工作不好开展， 成了他
们推进工作的 “拦路虎”。 原来， 现
场终端在跟物联管理平台接入调试的
时候 ， 常常需要安排人员去现场调
试。 疫情期间， 司空见惯的出差变得
特别不方便。 “现场存在网络环境、
安全防护等条件限制， 所以我们跟合
作单位一起研发了新的测试工具———
物联管理平台模拟测试工具。” 李信
介绍。 这个模拟工具有什么好处呢？
相当于打造了一个疫情防控条件下的
终端联调新模式。 就是说， 有了这个
模拟工具之后， 调试工作相对来说比
较灵活 ， 因为它可以单机版部署 。
“终端设备在接入物联管理平台前 ，
可通过工具的消息交互过程可视化完
成设备调试， 模型参数可同步至正式
环境， 实现终端设备在物联管理平台
的 ‘即插即用’。” 说起这项新发明，
李信笑着说。

“虽然我是做信息通信技术的，
但是我们做好的技术最终需要与电网
业务应用紧密结合， 所以在使用方便

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才是好技术。 这
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及时学习最新的前
沿技术， 另一方面就是真正的了解业
务一线岗位的需求， 才能让技术发挥
更大的价值， 需要我们经常到基层调
研。” 李信说。 因此李信笑称自己的
工作是一项比较烧脑的工作。

2018年， 随着京张联合办奥国家
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 国网冀北电力
有限公司进入冬奥电力保障攻坚的重
要阶段， 李信带领攻关团队开展电力
物联网和冬奥供电保障指挥 平 台 建
设 方 案 研 究 ， 在 国 家 电 网 率 先 开
展 物 联 网 试 点 建 设 ， 为 国 家 电 网
推进电力物联网建设以及冀北 “绿
色冬奥 ” 奠定了坚实基础 。 李信坦
言， 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要建成什么

样， 于是他们到处学习。 一场 “头脑
风暴” 以后， 就有了 “一网一平台”
的雏形。 “现在我们还在不断对 ‘一
网一平台’ 进行升级， 希望在冬奥中
有完美的表现， 助力智慧冬奥， 绿色
冬奥。” 李信说。

说起技术创新， 李信说： “其实
每个工作岗位都需要创新 。” 如今 ，
工作室以李信为领军人物， 内设领导
小组、 办公室及十个部门中心创新小
组， 倡导全员创新。 全员创新的倡议
提出后 ， 在职工中掀起了创新的热
潮。 例如， 财务部推出的一个小工具
就很实用， 一下子解决了报销单据反
复修改的难题， 报销单据在简单的信
息选择和录入后自动生成 ， 方便快
捷， 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呷哺呷哺是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小
火锅品牌， 口味醇香的调料包更是让
很多消费者情有独钟。 看似简单的小
小调料包， 其实大有学问， 中央厨房
生产车间经理杨柯的一个小改进， 既
减少了破损又节省了成本， 一年至少
可为公司省下30万元！

在呷哺， 从食材到用具， 甚至一
根牙签都由总部统一采购， 由中央厨
房生产， 统一配送到门店， 这是呷哺
公司在餐饮行业占领一席之地的经营
特色。 杨柯就工作在呷哺中央厨房的
生产车间， 负责秘料研发与车间管理
工作。 他每天都会在一线巡查， 发现
问题就要及时纠正解决， 生产管理就
是人、 机、 料、 法、 环等日常管理工
作， 设备的好坏直接影响生产效率。

呷哺调料包是呷哺门店的核心产
品， 口味醇香， 回味香甜， 呷哺门店
1000家餐厅， 需要的调料都是总部配
发， 每天需要生产20-25吨， 分装在
60克包装的小袋里， 算下来每天需要
包装30万小袋子的调料。 杨柯介绍，
小袋装的调料便于保存， 使用方便，
无交叉污染， 开袋即食。 呷哺特色产
品的核心就是新鲜， 生产过程中不添
加防腐剂， 冷藏保质期只有4天。

为确保口味一样， 原材料每天都
要品尝， 成品也需要品尝， 确认合格

后可以生产。 在品尝中发现问题， 就
要及时解决。 在一次品尝过程中， 杨
柯发现袋子异常 ， 每袋60克的内容
物， 而袋子三分之一都是空的， 明显
是袋子偏大。 于是， 他马上去现场了
解， 员工反馈， 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赶快又找到设备工程师了解情况， 反
馈是袋子确实偏大， 应该改进一下。

回到办公室， 杨柯先是自己用理
论核实了一下费用， 因为生产量大，
现袋长12厘米， 0.2克一个袋子， 如果
调整为11厘米， 每月就可以节省费用
10万元， 如果调整为11.5厘米， 则可
节省5万元， 经过简单分析， 可节省
费用比较乐观。

随后， 杨柯安排车间主管立刻去
车间取了3个空袋子， 一个是原本的
12厘米规格， 一个是剪掉1厘米， 第
三个剪掉0.5厘米， 发现三个袋子放在
一起无明显差异。 这时候， 杨柯召集
生产主管及设备工程师开了一个简单
的讨论会议。

杨柯首先把三个袋子给他们看，
大家伙都反馈没发现什么异常 。 之
后， 他把目前调料包存在的问题向大
家做介绍， 袋子浪费多， 而且容易出
现涨袋、 破损的现象。 并把之前核算
的数据简单分享了一下 。 现场讨论
后， 达成共识， 可以试验！ 并一致同

意， 将试验方法制定3个方案， 每台
包装机执行一个方案， 连续生产3天，
将不合格产品记录， 每天下班统计残
次品数据， 残次品问题点归类。

经过三天测试， 三个方案数据汇
总得出， 原包装袋12厘米数据正常，
袋长缩短0.5厘米连续三天无残次品发
生， 袋长11厘米的三天数据， 有封口
夹料发生， 这种情况长时间后就会析
出物料， 造成报废发生。 测试结论得
出， 缩短0.5厘米方案可以通过。 安排
将设备全部调整， 经过测试3天， 数
据无异常， 且无异常不良品反馈， 暂
定方案通过。

杨柯把方案上报给了公司， 很快
就得到公司通过， 且工艺立刻可以调
整。 就这样按照日产量30万袋计算，每

天可节省包装材料25公斤， 节省费用
800元，月可节省24000元，一年就是30
万元，且每年费用都会随着开店递增。

“如此不起眼的物料包装规格改
进， 每年就省下这么多钱， 更别说其
他自主创新的重要项目了。” 杨柯告
诉记者， 现在， 呷哺每年至少会新增
100家门店， 中央厨房里有很多自主
创新的重要项目， 比如定制搅菜机、
发明电动开罐器 、 安装储水罐等项
目， 每年至少节省费用135万元 ， 而
且费用节省随着产量的增长比例递
增， 积累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中央厨房工作， 技术创新就
是工作的一部分， 只有工作中注重细
节， 善于发现， 敢于创新， 才能与公
司共同成长、 共同发展。” 杨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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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改进小小调料包一年省下几十万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