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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纵横

他是农民的儿子，他追求做一名“有良心的企业
家”。

身为房地产开发商，他带头建设文明和谐的幸福
家园，圆.源万名志愿者在这里无私奉献，缘园园多位空巢老人
在这里找到“儿女”，圆园园园多名下岗居民在这里重新找到
工作，员圆万居民在这里安居乐业。

他成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颠覆了
很多人的固有认识：原来，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这样当，钱
可以这样赚，社区可以这样管。他打造的社区，人称“绿
色社区、安全港湾、温馨家园”。

在百度上搜索他的名字，头衔有一大串：湖北省
工商联副主席，百步亭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全
国工商联执委，全国劳动模范、首届湖北经济十大风
云人物……而他的名片上只是简单地写着：茅永红，
百步亭集团董事长、中央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

办企业要讲良心

“办企业，我也追求利润，但不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
化，我还要追求三个回报：回报企业、回报社会、回报国
家。这才是企业良性发展的金光大道。”茅永红这样解读
他的义利观。

1998年，听到居民反映活动场地不够用，茅永红当
即召集股东会，提出取消中心地段的一个住宅组团规
划，腾出土地改建社区公园。此议一出，公司内部顿时炸
开了锅。有股东强烈反对：人家是铲掉公园建住宅，你是
不建住宅建公园；建房子可以收益，建公园还得投钱管
理，起码损失员个亿啊！

茅永红坚持：“我们建设社区，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最重要。”

两名股东见不能说服他，翻脸退出。茅永红顶住压
力，争取到了大多数股东的支持。1999年，已经完成规划
设计的6万多平方米住宅，改建成了一个源万平方米的社
区中心公园，足球场、篮球场、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

截至目前，百步亭集团公益性投入累计已达7亿余
元，共建成3个社区公园、1万平方米居民活动场所；建成
6所幼儿园、4所小学、2所中学和1所老年大学；建成了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幅降低了居民的就医费用。
“做人要讲良心，办企业也要讲良心。老百姓买房子

不容易，一生辛劳、半生积蓄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
任，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带领百步亭集团一路走来，
每一步，茅永红都在践行着这一理念。在百步亭社区，百
步亭集团让利6亿余元，拿出800多亩已储备商品房用
地，建设了9000套保障性住房，解决了3万多低收入困难
群众的住房难题。

保障性住房居民中下岗人员较多，茅永红调动社区
资源，想方设法帮他们找“饭碗”。目前，已有1000多名保
障房居民在百步亭社区的物业、酒店、商业网点上岗。茅
永红还捐款1000万元作为基金，成立了中国光彩事业武
汉安居教育援助会等4个社区慈善援助机构，共资助奖
励了1000多名学生和教师，慰问援助了1万多户家庭，认
养了20多个孤儿，帮助他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赡养了
70多位孤寡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
“多数人”共建的和谐社区

他创新社会管理，探索了和谐社区建设之路。
在百步亭社区，茅永红打破开发商只建不管、物业

公司只管物业不管社区的短期逐利模式，企业自己建社
区、自己管社区，他首创的“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
的百步亭社区管理模式叫响全国。他大力推行“组织百
步内建立、服务百步内到位、矛盾百步内化解、活动百步
内参与”的“百步”工作法，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赢得了居
民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等荣
誉称号。

为了给居民打造一方安宁家园，茅永红煞费苦心。
盛夏夜里，他忍受着蚊虫叮咬躲在草丛中，逮住保安打
盹的机会“偷”走警棍，警醒安保人员，由此强化社区安
保措施。有形、无形的防线全面建立起来，小区保安24小
时轮值巡逻站岗，百步亭社区没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
没有一辆自行车被偷、没有一起刑事案件发生。

为了改变物业管理“少数人管多数人”的局面，把居
民发动起来参与社区管理，茅永红带头在社区捡烟头。
而今，百步亭已成立了专门捡烟头的志愿服务队，社区
环境实现了无烟头、无纸屑、无暴露垃圾等“十无”的喜
人成绩。
今天的百步亭集团，已建成住宅400多万平方米，每

次开盘总是被抢购一空。有媒体评论说：“百步亭社区品
牌达到了‘不管市场冷暖，始终不愁销售’的境界。”茅永
红说，那是因为在老百姓心中，“选择百步亭就是选择幸
福生活！”

蔡维金始终保持着一种溯游而上的姿
态。

就像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通过自学
获得大学学历，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一样，
他创办的宝源集团，从最初进军森工行业、
年产 5万立方米中(高)密度纤维板，到现在
创出中国乃至全亚洲第一条连续压机生产
的“精木板”生产线，年销售收入达到 5亿
元。

从“地下”转战“地上”

宝源集团原本是国有煤矿集团，随着
企业的改制和煤矿资源的日益紧缺，蔡维金
果断决定将战线从“地下”转到“地上”，进军
森工行业。

彼时，宝源集团所在的荆州市虽具有
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但全市没有一家成规
模的人造板厂，大量木材贱卖外地。蔡维金
立志填补这块空白，他领着团队在全国各地
认真考察后，决定汲取苏北经验，在荆州建
厂生产中纤板。

2002年，在蔡维金及班子成员的努力

下，投资 6600万元、年产 5万立方米高中密
度纤维板的生产线动工，于 2003年 1月 14
日投产；2004年，集团投资 2.65亿元，引进
国外先进设备，建成年产 15万立方米高中
密度纤维板生产线，于 2005年 10月 28日
正式投产。这两条纤维板生产线的建成，将
宝源集团推上了规模化经营之路，增加就业
人员 600余人，销售收入达到 4.5亿元，创利
税 9000万元，成为全国板材加工重点企业。
推“工厂+基地+农户”模式

蔡维金选择的这条路，被形象地称为
“一棵树”经济；解决好“树”的供应问题尤为
关键。
有了此前深入数个省市的考察，蔡维

金打定主意：推行一条“工厂+基地+农户”的
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把第一车间建在农
村。为此，宝源集团拿出 3000多万元资金，
以企业合资造林、自主造林、免费供苗、定单
造林等形式，建成人工林基地 30万亩。

在这条绿色产业链的带动下，当地的山
岭披上了绿纱。据统计，荆州市百亩以上的造
林大户已达到 2641户。这些造林大户依托
宝源木业营造速生丰产林，建起了自己的“绿

色银行”，这不仅鼓了农民的钱袋子，实现了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充实了地方财政。

目前，荆州市围绕宝源木业营造的速
生丰产林面积达 190万亩，形成了植树造
林、种苗培育、加工运输一条龙的产业化格
局，实现了森林资源“越采越多，越采越好”
的良性循环。

填补亚洲空白

2008年，蔡维金与班子成员一道，再
度投资 5.3 亿元新建了亚洲第一条年产
22万立方米 OSB生产线。2010年 11月，
正式建成投产。

OSB是蔡维金定义的“精木板”，蔡维
金立志要借此创出宝源的品牌效益。精木
板“精”在三个方面，一是精心挑选合乎规
格的木材，二是精良的设备和技术，三是
精湛的工艺。精木板在国外赢得广泛知名
度的同时，公司也填补了国内和全亚洲连
续压机生产 OSB的空白。

OSB生产流程中产生出节余的细料，
如能善加利用，将可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
用。蔡维金权衡考虑后，打算用这些细料
生产刨花板。2011年 10月，立足环保与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公司建成了一条年产
5万立方米的刨花板生产线。这两条生产
线的建成，标志着宝源木业走到了行业尖
端，步入全新的发展时期。2010年年底，
宝源集团被湖北省政府确定为“十二五”
期间 11个产值过百亿重点培育的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之一。

2011 年，力达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耀华投资 2.2 亿元兴建了龙感湖力
兴棉业储运公司 , 该项目包括 10 万吨
棉花储备库区、棉花交易检测区、棉花
交易行政区、物流信息中心区、配套设
施区等，成为鄂皖赣三省最大的棉花现
货交割、储备、物流中心。该公司在十
几年的发展中已形成了以“追求卓越”
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文化，成为推动公司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精神力量。

更新设备 自主创新

原在广东经商的张耀华，在事业巅
峰时毅然回乡创业。2003 年 6 月他一
手创办湖北力达纺织有限公司。自
2010 年起，力达公司自主淘汰落后产
能、更新设备，分时段、分批次对落后
设备实行改造或拆除更新。

2011 年，力达公司增加 3 万锭的

倍捻设备投资，以延伸产业链条。投产
后的力达既可减少用工，节能降耗，又
可实现产品品种单纱与双纱并存，延伸
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还将
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利润，为进一
步提高市场占有率打下良好基础。
同年，力达公司投资 2.2 亿元兴建

了龙感湖力兴棉业储运公司。该项目包
括 10万吨棉花储备库区、棉花交易检
测区、棉花交易行政区、物流信息中心
区、配套设施区等，成为鄂皖赣三省最
大的棉花现货交割、储备、物流中心。
公司先后将清花、梳棉成卷流程改

成自动化清钢联；将 304型并条机改成
先进的 D81型；淘汰了原来的 1603型气
流纺机，改为国内最先进的电清无结头
半自动化气流纺机；还将普通槽筒机升
级为自动络筒机。设备升级后，产品质量
也有效提升，品种净利润也相当可观。
在这一系列举措下，公司 10万锭生

产线从主要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竞
争,逐步转向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

追求卓越 回馈社会

力达公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及员工
综合素质的提升，公司在十几年的发展中
已经形成了以“追求卓越”为核心价值的

企业文化，成为推动公司发展的精神力
量。

在力达公司快速发展的同时，张耀
华不忘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2011 年
黄冈三运会火炬在龙感湖传递，力达公
司作为唯一的赞助商全力支持；龙感湖
新中学开业庆典，张耀华又积极向母校
捐款，几年来，公司用于公益和慈善的
资金达 100 多万元。

2010 年他创造的“好兄弟”牌筒
纱被评为黄冈市知名商标；同年 12
月张耀华荣获“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
范”光荣称号；2011 年公司被认定为
湖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

张耀华说，力达公司将以严谨的管
理对内做强，多品种赢市场；以科学的
眼光对外做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形成以棉花、纺纱、仓储、投资等经营多
种业务的企业，走集团化发展模式。力
达正向“创造成功家园，追求百年纺织”
的宏伟目标迈进。

张耀华：“力达”百年纺织
孙林 何花

近十几年来，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在董事长、党委书记杨百昌的带领下，
经历了企业变化最快、员工受益最大、公司发
展最快的十余年。十余年间公司规模不断扩
大，公司产品产量、销量节节攀升，企业资产
也由4.2亿增长为30多亿，创造了东贝奇迹。

成功的花儿往往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
遍了牺牲的血雨。东贝奇迹的背后也是杨百
昌和该厂全体职工付出异于常人的艰辛与
努力的结果。

临危受命

1988年，国家“八五”重点项目———“80
万台冷柜压缩机”项目落户黄石制冷设备厂
（东贝前身）。由于技术、资金均不到位，工程
进展十分缓慢，企业效益急速下滑。

1991年，杨百昌来到黄石制冷设备厂
担任分管生产与经营的常务副厂长。面对无
市场、无资金、无经验的“三无”局面，杨百昌
提出“以销售为龙头，外抓公关，内抓质量，
广铺网点，重点突破，发动群众，扩大批量”

的经营策略。
为了尽快让企业获得转机，1993年元

月，刚刚担任制冷压缩机分厂厂长的杨百
昌，就背起压缩机，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开始
跑市场了。
因为没有名气，杨百昌常常连客户大门

都进不去。但面对窘境，他反倒常常安慰一
同前往的业务员：“不要灰心，我们的产品质
量过硬，就不信敲不开他们的大门。”

1993年隆冬时节，杨百昌出现在河南
新飞冰箱厂门前，但凛冽的寒风并未博得厂
家的同情，人家传出话来，生产忙，不予接
待。杨百昌背着20多斤重的压缩机直直地在
厂家大门口站了3个小时。这种憨厚的推销
方式终于让对方感动。新飞老总后来感叹：
“杨总和他的压缩机一样，不声不响，但有一
种让人折服的力量。”
就这样，杨百昌终于将新飞、海尔、澳柯

玛、中意、科龙等国内名牌厂家的大门一一
敲开。

截至1995年，东贝用户从原有的11家
发展到56家，销售量呈几何数增长。当年订
货会上，东贝接收订单100多万台，远超生产
能力。

视质量为生命

在东贝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重视
质量的员工不能成为东贝员工，不重视质
量的干部不能当东贝干部”。1997年2月
20日，公司操场中央燃起一堆熊熊大火。
一批价值16万元绝缘性能不好的过载保
护器、启动继电器被焚毁。面对被焚烧的
生产材料，职工们无不心痛。杨百昌却语

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希望能通过这把火
彻底烧掉以前对质量问题的不在乎，牢
固树立质量意识，力争使产品质量迈上
新台阶，实现‘高档次、精细化、零缺陷’
这一目标。”视质量为生命的态度，换来
的是一系列的成绩———黄石市第一家通
过ISO9001的企业，湖北省长江质量奖提
名奖。

杨百昌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每每表
现出超前眼光和过人胆识。在瞬息万变的市
场经济中，杨百昌敏锐地抓住了“无氟化”转
型、上市、国企债转股三次机遇，使企业资产
负债率由接近100%降到44%。

作为技术专家，杨百昌本人也经常亲
自带头，参与革新与研发。在他的带领下，
东贝先后开发出了QD142（E1130C）压缩
机，参加了联合国“中国节能氟利昂替代冰
箱广泛商业化的障碍消除”项目，研发出了
“L系列环保节能节材型冰箱压缩机”等。

凭借着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东
贝已然站上了时代的高岗。杨百昌在回顾
东贝发展历程时曾感慨地说：“B股上市给
企业加了油，‘债转股’又卸掉了包袱，自主
创新为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杨百昌：科学管理成就“东贝奇迹”
本报记者 周游

杨百昌

张耀华

茅永红：拥有 2.4万名
志愿者的另类地产商

张涛 本报记者 周游

茅永红

如果人生可以丈量，蔡开云的人生必定
格外厚重。这位湖北省稻花香集团总经理，
身上有着三重身份，每一重身份都盛着沉甸
甸的责任与成就。

第一重身份，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企业
家。他大刀阔斧地改机制、闯市场，他领航
的企业去年收入突破百亿元，成为湖北省
首家过百亿的“农字号”企业。

第二重身份，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办学
者。他不惜投入巨资，在企业内部开设商学
院，借办学优化人才结构，用人才支撑企
业，走了一条“另类”的深化发展之路。

第三重身份，是第十一届全国青年委
员、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这闪光的
荣誉不仅来自事业上的成功，更是由于他
致力于带动地方发展，不遗余力地践行企
业公民的责任。

百亿目标的收官

在 2011 年国内外经济持续低迷时
期，稻花香集团实现了百亿目标的完美收
官。

百亿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蔡开云的谋

划和努力。
蔡开云做的第一步，便是充分激发全

体员工的斗志。 2011年 2月 20日，他组
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百亿目标誓师大会。
他在集团内推广“誓师战金制度”，对所辖
的营销分公司以“夺标竞岗”的方式确定市
场销售任务和负责人。

截至 2011年 10月，稻花香集团提前
实现了销售收入突破 100亿元。稻花香集
团在获得多项荣誉称号的同时，顺利入选
中国新八大名酒。

而今，稻花香不再因循单一式的发
展，而是围绕白酒主业向五大产业延伸，形
成五级循环产业链，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展
新的项目。

办学兴企之蹊径

企业家捐资助学，也许并不少见；然
而企业家亲自办学，是否显得有些“另类”？

实行这项举措，蔡开云心中有他自己
的算盘———“要使企业永葆生机与活力，
必须在管理上与时俱进。”

2011年，蔡开云力主在企业内部开设
稻花香商学院，进一步规范员工内部培
训，大力实施人才兴企战略。在他的主持

下，集团投入资金修建校舍，提升商学院硬
件条件，严格筛选教师队伍，选聘实战型教
师，对集团普通职工和中高层骨干分期分
批进行封闭式培训。

蔡开云给培训下了硬指标，培训期间
学员实行带薪入学制度和每周 6天学习
制。这样一来，培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果，为稻花香的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人才支撑。

目前，稻花香集团拥有在册员工

7256人中，专科以上学历员工占 13%，硕
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超过 20上。科技中心
研发队伍超过 50人，其中有 41名大学
生、1名研究生。集团还拥有 6名国家白酒
评委，这在全国酒业中极为少有。

为地方经济“输血”

做好了企业，蔡开云不忘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输血”，履行稻花香作为企业公
民的社会责任。

蔡开云出任总经理的两年多来，稻花
香为企业所在地的龙泉镇基础建设、新农
村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总投入约达
6550万元。

对于稻花香集团未来 5年的发展之
路，蔡开云有着清晰的思路。他作出了全
面实施企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决策，并
主持制定了集团转型工作方案，打响了
一场“乘势而上，深化转型，创造机遇，超
常发展”的攻坚战。实现年销售收入 500
亿元、年创利税 50亿元、集团成员企业
达到 100家、培育 1家上市公司、争创 5
个驰名商标、进入全国 500强的“515”战
略目标，将是蔡开云与稻花香集团的全
新征程。

蔡开云：做大百亿农企 守望稻花飘香
本报记者 周游

宝源集团从地下挖煤转型地上“造木”

徐金霞 本报记者 周游

蔡开云

蔡维金

（上接第二十九版）公司主导研发的“水泥低环境负荷化
关键技术及工程示范”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社会责任战略。把“中国建材行业最受尊敬和最
吸引人的公司，为所有投资者和客户创造价值”作为
公司发展目标，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和改
革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全国各地的华新工厂，不仅是
当地的纳税大户，还通过本地化招聘员工、优先采购
本地物资、捐赠等多种形式，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李叶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家百年老
店，创新是华新水泥保持持续发展的永动机，也只有
不断地创新才能保持领先同行的竞争优势。

李叶青说，到“十二五”末，除了水泥产能达到 1.2
亿吨、混凝土 6000万方外，华新还将在湖北全省范围
内建成 30余家市政污泥处置和生活垃圾处置工厂，
在全国范围内建成百余个生活垃圾、污泥和工业废弃
物处置环保工厂。届时，几大业务使华新年销售收入
可达到 500亿元，实现利税 80亿元。

20年奋斗炼成国内压缩机龙头

白酒为主业延伸五大产业，开设商学院让企业“永葆青春”

蔡维金：在乡村建“绿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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