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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下午6时30分，伴随引擎的阵阵工作声，汕头
中旅汽车客运站工作人员送走了最后一辆大巴车，这
座在汕头人民生活中“行驶”了30多年的客运站完成
使命。近年来，随着高铁、城际轨道的发展，公路客运
量快速下降，使客运站的运营遭受冲击。多个城市的
汽车客运站传出了停运的消息。

公路客运如何转型？广州已有客运站做出积极探
索，开启“客运+旅游”新尝试；部分停运的客运站变身
为招呼站，为旅客便利出行“做加法”。近年来，广州市
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推进招呼站建设，促进“旅运融合”
发展，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在公 路 客 运 量 逐 渐 下 降 的 大
背 景 下 ，现 有 客 运 站 如 何 突 围 ？
广州已有客运站做出积极探索，从
传统客运变为智慧站场，再向线上
车站转型升级，开启“客运+旅游”
新尝试。

5 月 15 日，广州公交集团天河
客运站新天威旅游线下旗舰店开
业，“客运+旅游+文化”正式上线。
新天威旅游线下旗舰店位于天河客
运站内，设置旅游咨询、旅游展示、
休憩、商务洽谈、签约等功能区域。
旅游旗舰店将结合客运站功能，完
善天河站旅游服务和换乘功能，为
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和线路选择，提
升游客出游体验感。

“结合‘客运+旅游’板块，市民
来到客运站即可报团旅游，我们可
以提供车票+旅游景点门票+住宿的
组合产品。相比传统旅游产品，客
运站的班车班次会更好结合市民游
客需求，在不同时间出游，可以点对
点直接到达相应的城市和景区。”天
河客运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客运
站出发，约2小时车程可通达粤港澳

大湾区各城市，线路覆盖了省内六
成的热门旅游胜地。开业当天推出
的江门一日游线路，报团 100 人，整
团收满。

客运站不仅发挥了传统公路运
输功能，也是一个旅游集散中心，多
元化的“智慧+生活”站场服务为旅
客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在省站候
车室，“省站商城”为来往旅客提供
地方特产选购服务。2021 年创立以
来，“省站商城”通过自主开发、传统
班线运营方的合作，引入台山、湛江
等多地特产，覆盖生鲜、海产、水果、
粮油、零食等多种类型，让旅客将特
色手信带回家。随着产品品种日益
丰富以及客源回流，“省站商城”销
售额日渐稳定攀升。

“客运站开发具有旅游路径的线
路，提供市郊与附近城市之间的旅游
客运路线选择。”谭国戬建议，客运站
在转型方面，可以通过市场调研，从
车辆本身的安全性、舒适性改造入
手，通过客源变化重新规划路线，与
轨道交通、民航做好衔接联通，打造
符合市民出行需求的新选择。

部分停运的客运站，转身变为广州市区
的招呼站。5月16日下午，一辆前往清远的
班车从罗冲围招呼站出发。罗冲围客运站
停运后，招呼站即在原址正式运营。罗冲围
招呼站平均每天发出25个班次，19条线路包
括广东清远、清新、连州、阳山、英德等省内
线路，以及湖南、广西、云南等省际线路。

市民赵先生家住清远，每天下班后在
罗冲围招呼站乘坐大巴跨城回家。“坐大巴
往返一天70元左右，比开车便宜。而且招
呼站离公司很近，不用到传统客运站就能

坐车，很方便。”赵先生说。罗冲围招呼站
工作人员吴女士表示，每周五和周日乘车
客流较多，“需要提前买票，否则可能坐不
到想坐的班次”。

近年来，广州多家中心城区公路客运
站整合搬迁后，为满足市民便捷出行需求，
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推进招呼站建设，根
据客流聚集特点铺设市区站点，按需求设
置线路，化解搭乘不便的问题，激发行业经
营活力。

招呼站是“简约版”的客运站，具备传统

客运站的上下客功能。选址更加灵活，多建
在地铁口、楼盘社区、公交总站附近，可覆盖
传统客运站辐射不到的范围，为周边居民
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同时有效分散客
流，缓解节假日期间传统客运站客流集中，
造成拥堵的情况。2020年5月，全国首个
5G如约招呼站——车陂南招呼站在广州正
式落成并投入运营。记者从广州市交通运
输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市经营的招呼站有
28家，今年以来广州招呼站共发送旅客近
1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00余人次。

近年来，客运站“退休”的消息不断传
出，2019 年以来，广州中心城区已有多家
客运站相继停运，包括广州最老客运站
——69 岁的越秀南客运站、有 35 年历史
的广州汽车客运站（流花车站）等。陪伴
市民23年的广州罗冲围客运站也于2022
年 12 月 31 日晚发出最后一班车，今年起
告别广州市民。

客运站为何关停？客流量减少是主
要原因。始建于 1950 年的越秀南客运
站，是广州市历史最悠久的长途汽车客运
站，曾经最高发送班车500班次/日，最高
日发送旅客13000人次，但2019年 5月停

运前日均发送旅客仅约1000人次。
公路客流逐渐减少与客运行业趋势

息息相关。“在出行选择方面，轨道交通可
以解决塞车问题，最大限度避免路面的不
确定因素；民航能够解决远途的快速抵达
问题；网约车能够解决点到点问题。”广州
市政协委员谭国戬认为，近年来高铁、动
车等轨道交通线路辐射面越来越广，网约
车更加方便快捷，舒适度与便利性均高于
公路客运，多样化交通方式的发展对公路
客运造成冲击。

2022年年初，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
负责人公开表示，随着高铁、城际轨道的

发展，客运量快速下降，城市发展规划需
要，是广州考虑客运站撤销的原因。该负
责人解释，十年前广州客运站每天发送约
33 万人次，到 2021 年只有 2.5 万人次，下
降的幅度超过了90%，且预判此下降的趋
势随着轨道交通的不断拓展，不会发生大
的逆转。

根据调查，广州有客运站需求的群体
主要是农民工与周边地市的出行，是高铁
覆盖不到、大概 500 公里以下的出行范
围。同时，该负责人表示对于广州客运站
的撤销，会先立后破，有承接服务才会有
撤销。

多样化出行方式冲击客运站

“简约版”客运站——招呼站上线

客运站开启“客运+旅游”新尝试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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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合：逐渐找到做制造的感觉

如果把芯片比作是一台机
器的大脑，那么线束线缆更像
是遍布各处的神经和血管。在
广州市番禺区就有这么一家企
业，对这类“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连接配件深耕近19年。走进
槿泓电子有限公司的厂区，工
人正开足马力赶订单，只见他
们点点鼠标，一根根电子线就
从裁线机自动“吐出”，扫扫条
码，就能将生产前端和后端“无
缝衔接”。

在向来被贴上传统标签的
行当里，从跟着图纸人工手裁，
到如今生产数字化的脱胎换
骨，蜕变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
业，需要攻克哪些难关？怎样
寻求利润点？在日趋激烈的竞
争中又该如何另辟蹊径？日
前，广州市槿泓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恩宇在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时坦言，在槿泓的发
展中，也曾交了不少学费，但从
没动过放弃的念头，企业家就
应该有不服输的劲头。他形象
地比喻：“做工业就好比要在干
毛巾里挤出水来，这样才能保
证长久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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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给客户做配套，默默当
好背后“功臣”，就一定高枕无忧
吗？槿泓电子的步伐并不止于此。

谈及未来规划，周恩宇向记者
透露说，目前正尝试把小模组制作
成标准化产品，打造属于槿泓电子
的器件品牌。“品牌意识需要从终端
产品慢慢普及到小小的配件，如果小
配件也能被更多人看见并认可，就能
获取更大的议价能力和更多的利润
空间，但我们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市场保持敏锐嗅觉是立根之
本。他还发现，点钞机这类银行设
备的老旧市场在慢慢淘汰，而绿色
能源等新市场正逐步崛起。大浪淘
沙下，站稳风口是关键，槿泓电子选
择乘势而上，朝着新能源、储能等方
向的线束方案设计、物料选型及定

制加工业务发力，并计划在三层投
入新产线。

当然，产线扩容离不开资金储
备。周恩宇坦言，一些民营中小微
企业以前由于规模限制、缺乏信用
信息，增加了被银行机构识别的难
度。“确实，像我们这种体量的企业
过去并没有多少贷款机会，但近些
年明显不一样了，能感受到政策上
的放宽和扶持，经营贷、专利贷都有
机会去尝试。”

有了新规划，自然也有新期
望。“槿泓电子去年的营收大概一个
亿，希望在未来两到三年营业额实
现翻番，利润再上一个新台阶。对
于今年的小目标，我们还准备冲刺
省级的专精特新！”周恩宇信心满满
地说道。

“我是钟小威”

把小配件做成科技创新“小巨人”，要保证企业能够长久活下来，他最深的感悟是——

“做工业就好比要在干毛巾里挤出水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颖琳 图/羊城晚报记者 潘亮

“你们能提供自己的产品吗？”
客户偶然提出的一次额外需求，让
当时一门心思从事贸易业务的周恩
宇，悄然种下了跨行的萌芽。2004
年 7 月，怀揣着创业资金，他成立了
一家主攻工业装备连接线的专业化
企业——广州市槿泓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槿泓电子”），并正式踏
上了转型制造的新赛道。

“原本以为会像做贸易一样顺风
顺水，没想到一入制造深似海，不仅
没赚钱反而还亏钱。”回过头来看，
周恩宇直言碰了不少壁，其中成本
更是被他称之为“放在头上的一把
剑”。

“当时刚好碰到一个大客户，我
们也雄心勃勃投入了不少钱，但产
品成本一直没达到对方要求，订单
就这样失去了。”带着遗憾的周恩宇
坦言，除了材料花费，生产成本的管
控更是难上加难。在创业之初，他
以为，只要把规定交付的时间压缩
下来，就可以把成本控制到位，结果
没想到不仅没如愿降本增效，还要
腾出手来补窟窿，“亏损下来，百千
万也是有的”。

遇挫，并不意味就此搁
浅。“前几年确实熬得很苦，交
了不少学费，但从来没动过放
弃的念头。企业家就应该有
不服输的劲头，怎么也得做出
成绩。”经过六七年磨合，周
恩宇逐渐找到做制造的感觉，

“原来成本管控关键在于管理
的精细化，即整体生产制造流
程需要重新规划设计，把每个
中间步骤的衔接时间缩短，同
时生产人员工位进行有效合
并。”

循着这个思路，周恩宇带
领着工程师团队从材料库位的
追溯，到线束的设计开发、切
割、剥离和端接，以及最后的组
装，每个环节都进行细致的优

化改造。“十年磨一剑”，2015
年，槿泓自主开发的EMS系统
（JH Enterprise Manufac-
turin System）正式投入使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电脑已
成为每个工位的“标配”。操作
员不再像过去一样，弯腰低头
手动裁剪线缆，还难以保证长
度的精准和切口的平整。如
今，只用在电脑系统的清单上
筛选所需“料号”“规格”“长
度”等并点击“开始”，一根根
符合要求的电子线就自动读取
生成。

另外，扫扫物料二维码，就
能马上锁定对应的库位、库名
和所属仓库；再扫扫产品流转
条形码，还能轻松追溯全流程，

立即知晓已完成的工序和后续
将要通往的后端。“有了这套系
统后，省时省力，效率大大提高
了。”工人们接连点赞。

事实上，系统的自主开发
并非易事。“我是电子工程专
业出身，而流程改造更多用到
的是工业工程的知识，所以软

件 系 统 开 发 的 过 程 是 痛 苦
的。我只能多补课，学习国内
外的先进案例并不断地改善
和实操。”他认为，企业掌舵
者不仅要站高望远，把握方
向，同时也要弯下腰，走进生
产线与员工共同学习，保障前
路的通畅运行。

跨行：一入制造深似海

望远：小小配件也要打响品牌

生存：不走寻常路做出特色

如今，槿泓电子不仅摆脱了亏
损困局，把失去的客户“抢”回来，
工厂版图也由广州向北扩至天津、
苏州等地，最初仅30人的生产团队
发展到现今 300 多人的队伍，还频
频交出亮眼的成绩单——近年来公
司始终保持盈利，去年总产值更是
迈进亿元俱乐部。

“破局”的真正原因，还是与槿
泓电子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对
此，周恩宇颇有心得，并向记者总结
了两点“高质量发展”的招数。“第
一招是跟进市场需求，做出自身特
色。”比如，“大批量”生产是传统制
造的金科玉律，但槿泓电子偏不走
寻常路，坚持“多品种小批量”特
色，虽然生产计划与组织更为复杂，
但不会被过多局限，可以快速响应
市场多样化需求。

出于相同用意，槿泓电子在
2014-2015年还特地做了一番大改
造：将生产车间和办公区域从分隔
变为相连，两者处于同一层。“有任
何信息和问题，可以及时面对面沟
通、反馈和调整，不需要再发远程邮
件传达，造成理解偏差，这也是快速
响应的表现。”他解释道。

此外，槿泓电子从一开始就瞄
准高端客户，并对所属行业进行深
入研究并提供解决方案。“我们更倾
向有影响力的客户，他们愿意分享
更多的新需求，能充当链主角色带
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一起发展。”周恩
宇说。

“第二招是加大研发能力，做出

差异化优势。”如何找到下一个增长
点，而不是在竞争红海里继续打价
格战，是周恩宇近年来给自己提出
的新命题。当下他也找到了答案
——数字化是竞争核心。

“目前槿泓EMS系统包含有自
主开发的仓库管理 WMS 系统、生
产计划 MPS 系统、产品数据管理
PDM系统、生产和设备数字化管理
MES 系 统 ，以 及 质 量 管 理 系 统
QMS，新功能还正逐步增加中。”每
走到不同的工位，周恩宇都指着前
方的电脑显示屏，向记者逐一介绍。

除了生产系统的研发，槿泓电
子还主动拓展业务版图，进行温度
控制、设备控制等模组的系列定制开
发。由于数字化、定制化程度在同行
先行一步，公司取得专利数十项，并
在 2016 年被评为广州市科技创新

“小巨人”企业，2020年更获得了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称号，同时也如
愿接到了更多类型的新订单。

至今，槿泓电子已形成线缆连
接、控制系统装配、电子模组开发与
集成的三大业务组合拳，主要为能
源装备、动力控制系统、金融设备、
轨道交通、医疗、水下设备等行业内
知名企业提供连接方案，客户涵盖
Atlas Copco（阿特拉斯·科普柯）、
SIEMENS（西门子）、中国中车、广
电运通、佳都科技、中谷科技等。

“高质量发展其实意味着你需要
更好地审视自己，尤其是工业这一行
就好比要在干毛巾里挤出水来，才能
保证长久的生存。”周恩宇感慨道。

槿泓电子总经理周恩宇（右）坦言，在槿泓的发展中，也曾交了不少学费，但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

数字化货物厂房

公路客运如何转型公路客运如何转型
广州正探索新出路广州正探索新出路

公路客运面临公路客运面临
高铁城轨等冲击高铁城轨等冲击，，
多家客运站多家客运站““退休退休””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
报道：记者从广铁集团深圳火
车站了解到，自 5月 23日起，
广深城际部分动车组列车运
行时刻优化调整为“大站直
达”，途中不停部分车站，广州
至深圳最快68分钟可达。“市
中心”与“市中心”无缝连接，
更加方便广州、东莞、深圳三
地旅客出行。

具体来说，从广州出发的
列车，如广州东-深圳 C7017
次列车调整为广州东站 9:50
开，经停常平站，10:58 到达
深圳站，取消东莞、樟木头、平
湖站办理客运业务；广州东-
深圳 C7129 次列车调整为广
州东站 16:27 开，经停东莞
站，17:35 到达深圳站，取消
常平、樟木头站办理客运业
务；广州东-深圳C7095 次列
车调整为广州东站 9:27 开，
经停东莞、常平、樟木头站，
10:51 到达深圳站，取消平湖
站办理客运业务。

从深圳出发的列车，如深
圳-广州东C7068次列车调整
为深圳站 10:15 开，经停东莞
站，11:23 到达广州东站，取
消常平、樟木头站办理客运业
务；深圳-广州东C7044 次列
车调整为深圳站14:05开，经
停东莞站，15:13 到达广州东
站，取消常平、樟木头、平湖站
办理客运业务。

据悉，广深之间“大站直
达”列车并非首次出现，早于
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执行，现在
的C8001次、D7551 次都是中
间不停站，由广州东站直达深
圳站，全程 66 分钟。由广州
站始发的经广州东站直达深
圳站的C8003次列车，在广州
东站和深圳站之间也是 66分
钟运行时间。

铁路部门本次调整是优
化了部分车次的经停车站，
增加了“大站直达”列车，由
此更方便旅客在三城之间快
速出行。

广深城际开行更
多“大站直达”列车

广深“市中心”
68分钟无缝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