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 年，西子联合入主

杭 锅 ，给 企 业 带 来 飞 速 发

展。引进的燃气轮机余热锅

炉技术，成了公司收入和利

润的大头，全国市场占比一

度高达90%，目前市占率仍

超过50%。

西子洁能世界首台套产

品——H9 级燃气轮机余热

锅炉，2018 年有 4 台在巴基

斯坦建成投运，一台锅炉的

产值就上亿。目前公司已有

10 台 H9 级余热锅炉投运。

锅炉业务的新增长极——核

电锅炉也正在生产中。

2011年杭锅股份在深交

所上市，通过上市融资在丁

桥、崇贤建起了更具规模的

现代化厂房。2019年公司实

施 管 理 变 革 ，效 果 立 竿 见

影。之前，公司营收始终在

30 亿元上下徘徊，实施管理

变革后，去年营收达到 66
亿元，比2018年增长84%。

更值得期待的是“新能源+

储能”业务。西子洁能自2010

年进入新能源领域，已掌握熔

盐储能与新能源集成等核心

技术，并完成了多个零碳项目。

2021 年 11 月，在西子航

空建成首个航空零碳工厂，

走在空客全球零碳供应链的

前列，项目集成光伏发电、熔

盐储能供汽、全矾液流电池储

电、钙钛矿电池、异质结电池、

氢燃料电池储电等技术；今年

9月在顾家家居大江东制造基

地建成零碳工厂，解决了家具

出口碳税问题；9月还在绍兴

建成首个规模化零碳化纤产

业园，运用熔盐储能技术，24

小时不间断供应蒸汽，缓解碳

排放指标压力，让传统支柱产

业得以持续发展。

说——TA

本报记者 王燕平

一大早，49 岁的郑

光华就忙着与我省湖

州、河南的两家供应商

联系，沟通、落实锅炉用

管道、配件的采购合同

及供货事宜。

他是西子清洁能源

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西子洁能”）的采

购员。这家公司，前身

是老杭州人口中的“杭

锅”（杭州锅炉集团有限

公司）。算起来，老郑是

一个“锅三代”，他的外

公、母亲都是杭锅人。

今年，已是老郑在杭锅

的第29个年头。

“这几年，公司进行

了管理变革，像我们采

购员岗位，现在实行激

励机制，大家的工作积

极性明显都提高了。”郑

光华说。去年他拿到了

7 万多元年终奖，而以

前一般只有几千元，“顶

天也就2万元。”

在西子洁能，像郑

光华这样的“锅二代”

“锅三代”不在少数，他

们见证了这家企业从无

到有、从小变大，并通过

改制变强的全过程。

最近十年，杭锅的变化

太大、太快了，这是当年外

公、妈妈根本想像不到的。

——郑光华

说——说——

生产越来越自动化，年终奖也越来越高，杭锅三代见证企业巨变

这样的变化，当年想都不敢想
一家三代都是杭锅人
家族有七八人曾在杭锅工作

郑光华的外公是杭锅元老之一，从开厂一

直做到退休。“我的外公以前是个铁匠，1955年

杭州锅炉厂在杭州东坡路刚成立的时候就被招

进去了，在锻工车间工作。”

杭锅刚建厂时，员工只有 30 多人，最初的

业务只是小型锅炉修配，设备相当简陋，大家就

靠一个炉子、一把铁锤干起来的。

“听我妈说，那时候，外公家里的经济条件

并不好，基本上靠外公一个人赚钱，养活一家五

口。”1958 年，杭锅从东坡路迁至艮山门外打

铁关，也就是东新路245号，成为一家占地面积

达24万平方米的大型国有企业。

郑光华的妈妈年轻时作为知青去了转塘，

并在转塘成了家。1980年回城也进了杭锅，先

后做过杭锅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保育阿姨、小卖

部营业员兼会计、行政科食堂会计等。

当时从转塘到杭锅路途遥远，坐公交车差

不多要两个半小时，单位就给她安排了集体宿

舍。

“过了两年分了个单间，这在当时属于很不

错的福利待遇了。”郑光华说。又过了几年，分

到一套两间的房子，郑光华和哥哥搬来和妈妈

一起居住。1997 年前后，单位分了一套 46 平

方米的套房。

受外公和妈妈影响，郑光华1990年初中毕

业后进了杭锅技校，1993年毕业后进入杭锅工

作。“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是农村户口，就

一心想跳出‘农门’，拥有一个居民户口。而杭

锅当时在杭州的国有企业里效益、待遇都算不

错。”

实际上，郑光华的哥哥也曾在杭锅工作

过。家族里，曾在杭锅工作的人至少有七八个，

“现在表弟的儿子，也在杭锅（西子洁能）实习。”

这样的情况，在杭锅职工里并不少见。

见证杭锅一次次巨变
“去年年终奖拿了7万多元”

到杭锅做了一年学徒工后，第二年，郑光华

调去做了一名热处理工，这一干就是20多年。

“锅炉的配件电焊之后会产生应力，如果不

进行热处理很容易断裂。所以要把配件用平板

车推到炉子里，进行去应力热处理，炉内的最高

温度可达七八百摄氏度。”郑光华的任务就是在

控制室内，通过电脑监控热处理的进程，确保热

处理的电力稳定。

“那时候用的还是 386 电脑。控制室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因为要给机器降温，控制室内

装了空调，我们算是沾了光。”尽管如此，机器全

负荷工作的时候，里面的温度也有 40 多摄氏

度，因为当时是用电加热，可控柜的元器件会发

热。基本上在控制室待上三五分钟，人就浑身

湿透，隔段时间就要跑出去透透气。

刚开始的时候，郑光华一个月收入三四百

元，跟社会上比还算可以。但后来公司的业务

量上不去，收入也始终不见增长。“有时候一周

只上三四天班，平时就在家里等通知，有业务再

去上班。”

西子洁能副总经理俞苗 1994 年从西安交

通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杭锅工作，对杭锅的历

史记得很清楚。2002年前后，杭锅处于比较困

难的时期。“那时候我们想买美国公司的技术，

但苦于没有钱，于是想找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加

盟。经过比较之后找到了西子联合，因为西子

一直在搞制造业，而且跑在了行业的前列。”

西子入主后，先后在杭锅投入 1.3 亿元。

从2003年开始，杭锅的燃气轮机余热锅炉业务

井喷式发展，规模、利润都翻倍增长。

郑光华的切身感受是：工作一下子忙起来

了。“有时候连做个把月才有时间休息。收入也

明显增加，也更有奔头了。”

2016 年，郑光华调到采购员的岗位，主要

跟供应商打交道。“我们的供应商在江苏尤其是

苏南比较多，那边的产业链比较完整。”郑光华

说。去年公司的业务量很大，郑光华也更加忙

碌。“以前年终奖一般几千元，最好也就两万元，

去年我拿到7万多元年终奖。”

实行计件制，多劳多得，上不封顶，这是最

近几年杭锅实施管理变革后采取的措施，此举

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潜能。技术员

出身的郑光华，还会自己设计小程序改进操作

提高效率，他的聪明才智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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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杭锅成立当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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