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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玉雪

研究

在生物学中，蚯蚓是一种低等的软体动物，具有一

种稀有的再生功能， 当蚯蚓被切成两段时， 在温度、PH

值和杀菌等适宜条件下，它断面上的肌肉组织会形成新

的细胞团，随着细胞的不断增生，一条蚯蚓就变成了两

条完整的蚯蚓。 但研究者声称，切成两段的蚯蚓将不再

具有再生性，且只有带大脑部分的那段才可能存活。

于是在网络上便有了一个段子，说蚯蚓妈妈想打网

球，把蚯蚓爸爸切成了两节，蚯蚓妈妈成功了；而蚯蚓爸

爸想踢足球，他参照蚯蚓妈妈的办法，把蚯蚓妈妈切成

了 22节，结果，蚯蚓爸爸失败了。

再说竹子，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物种，它的地下茎中

间稍空，有节，节上长着许多须根和芽。 一些芽发育成为

竹笋钻出地面长成竹子，另一些芽则是在地面以下横着

生长，发育成新的地下茎。 因此，竹子都是成片成林的生

长，有的新竹生长很快，快的时候每天可高达 30厘米。

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是经营管理学最好的解读文

章。

蚯蚓和竹子的寓言，一个是传统经济体制中集权中

心制的成功和失败，一个是“创客分布式系统”中解构模

式的形象图解。 前者的传统产业，经营的是原子，是围绕

原子核的集权模式，拥有集中统一的中心，是按顺序操

作思路构建系统， 就是分成两节和 22 节的蚯蚓的生与

死；后者是基于互联网络的网格化、分布式的中心解构

的比特系统。 用流行的句式戏言之，原子就是简单和克

制，比特就是复杂和放肆。

传统制造业企业与新经济有什么区别？ 在结构上，

新经济体制的分布式系统，更具有适应市场生存的独特

能力，用凯文·凯利的语言可以表述为：没有强制性的中

心控制，次级单位具有自治的特质，次级单位之间彼此

高度链接，点对点间的影响,通过网络形成非线性因果关

系。 对于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创客时代的竹子和

蚯蚓，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也是在微观层面、企业经营层

面上进行二次创业、 实现经营转型前必然的阵痛和纠

结。

如果将思想家的思想应用于微观的企业经营， 那么常

说的知识经济，则是实现企业从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型为适应

新经济市场环境、完成二次创业的必由之路。

二次创业，是企业在取得高速增长后,为谋求进一步

发展而进行的内部变革，其实质是企业的战略转型,是企

业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转变， 就是首先要抛弃路径依赖，

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

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 在宏观产业

层面上，二次创业就是让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

二次创业，就是用知识经济图谋未来。

二次创业

谨防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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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见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榜单发布

华兴机械名列 32 位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信息发

布会暨十年发展回顾大会, 日前在北

京召开。 山东华兴机械股份公司继续

跻身百强榜，并位列机械工业百强第

32位。

扛起“中国第一台”

近年来，华兴公司以打造百年企

业为目标，坚持以自主创新创内生增

长，以结构调整促转型升级，公司创

新研发的中国第一台波腹板自动焊

接生产线，填补国内两项空白，获得

多项国家专利。 在新产品鉴定会上，

波浪腹板钢结构设计方法与生产装

备的技术创新，被国内专家鉴定委员

会鉴定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波腹板钢结构列入全国建设行

业科技成果推广技术，波浪腹板 Ｈ 型

钢自动生产线获得科技部专项经费

支持， 并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电子

商务平台中国钢铁超市列入工信部

2013 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

目前，二代波腹板项目及生产设

备的研制和推出，正在按计划进行。

自主创新

作为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华兴公

司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提升公司的研发水平。

在对外科技交流方面，华兴公司

与山东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农

业研究院等 10 多家高等院校建立了

密切联系，每年科研开发资金达到数

千万元，比如，仅石材机械大板生产

线一项，投资就达 2000 万元，投产后

每年将增加销售收入 1 个亿。 为了吸

引国内外一流的技术精英，他们破除

“家门口” 办企业的观念， 筹资 1000

万元到济南建立设计院，成立技术中

心，争创国家级技术中心。 华兴公司

把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

有的"三高"石材机械产品，作为开发

重点，实行管理、研发、生产销售“三

位一体”的创新融合，此前推出的水

稻插秧机、割晒机达产后每年增加销

售收入 15 个亿。 目前重点开发的大

田蔬菜项目，不仅蔬菜产收的全程自

动化，而且促进了农机与农艺的有效

结合。

几年来，华兴依托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通过吸收国内外同行业先进

技术，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方面，从传

统产业升级出发，石材机械、农业机

械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搞好产

品创新，实现技术升级，真正开发出

适应市场需求、 竞争力强的新产品。

另一方面，加大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和节能减排新产品研发力度，为

重点支持的新能源、新材料领域提供

高科技装备。

目前，企业每年自主研发的新产

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 40％以

上，公司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级重点客户、

中国驰名商标、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资质、中国石材机械龙头企业等

多项荣誉。

全员创名牌

在促进企业良性发展的同时，在

全体员工中广泛开展“树名牌意识，

创名牌产品”活动。

公司继 2011 年启动钢结构产品

“山东名牌”申报工作以来，公司先

后荣登 2013 装备中国创新先锋榜，

获得“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全国钢结构十大创新力企业”、“全

省机械工业品牌建设典范企业 ”、

“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重大贡献

企业”、“滨州市市长质量奖” 等荣

誉，华兴牌石材机械、中空玻璃获得

“山东名牌产品”称号。 公司在全国

钢结构企业中排名第 4 位， 位居民

企首位； 金属物流全国钢贸商综合

排名第 9 位；薄板排名第 4 位，也做

到了民企首位。

围绕研发的新产品，公司至此已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专利保护体系，在

已推出的产品中，获国家级重大新产

品 6 项，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1 项，

中国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 3 项，省级

科技进步奖 1 项，省机械工业科技进

步奖 3 项， 省技术创新优秀新产品 4

项，省技术创新项目 5 项，省级专利

奖实用新型奖 2 项。 公司获得国家专

利共 83 项， 制定了 1 项国家标准、5

项行业标准。

胡兴国

近日，华玻科技公司玻璃深加工车间设置专栏将“问

题产品”制作成展览板在车间进行“曝光”，进一步强化了

员工产品质量意识。

曝光台展出的主要问题包括：玻璃深加工出现气泡、

打孔错位、裂纹等。通过对常见问题进行集中对比、曝光，

列出问题原因、制作过程，并对问题产品实行问责制，做

到工段生产，归责到人。“曝光栏”自从设立并作现场警示

后，员工的责任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同时，生产过程中的

流程控制和标准化操作水平也稳中有升。 （吴秀）

华玻科技抓质量“自曝家丑”

鼓励能者“得瑟”

让合适的人撑起合适的岗位

“优化岗位” 的目的是为了调动

员工积极性，优胜劣汰，更加有效高

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优化岗位”就是

实行兼岗、并岗，做到员工一人多岗，

一岗多能，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

上去。

为了落实“优化岗位”这一措施，

各公司根据自身工作实际情况，采取

了不同措施， 有的进行优化组合，有

的进行“外引里带”，有的进行竞争答

辩，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针对“优化岗位”，曾有“唱反调”

的案例。 钢构公司二车间原先有 6个

小组，每个小组 10到 20个人。小组内

人员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任务分

配多寡不均。 活少的时候，往往是技

术水平高的在干活，技术水平低的做

辅助，显然，这不利于整体技术水平

的提高。 针对这一情况，车间对人员

进行“优化组合”。 由原来的 6个组，

扩编为 10 个组。 由车间主任经过考

评，把思想觉悟高、技术水平高的职

工选为组长，再由组长和职工经过双

向选择组成小组。 这样，每个小组的

人员虽然少了，但是凝聚力强了。 分

配任务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完

成。 特别是原先在组内跟着“喝老汤”

的员工， 由于现在班组人员少了，不

得不从事具体的操作，在组长或其他

技术水平高的组员的带动下，操作技

术水平得到了“被动”提升。

钢构公司二车间班组“优化岗

位”是扩编，而石材公司安装车间“优

化岗位”则是合编。 石材公司安装车

间原来 6 个安装组，实施“优化岗位”

后，根据产品、工序“合编”为锯机组、

磨机组、液压组 3 个班组。 经此调整

后，每个小组对产品作业的流程更加

熟悉，装配过程得以缩短，生产效率

得以提高。 大班组作业的优势是有利

于完成突击任务。 原先 6、7个人一个

班组的时候，一旦发货急，安装工作

人手不足， 班组之间的协调就很困

难，发货就受到影响。 现在，大班组式

作业，一个班组 15 人左右，遇到突击

任务， 可以合理调配人员倒班作业，

能保证任务顺利完成。

两种不同的模式，都达到了“优

化岗位”的目的，这也正应了孙宪华

的那句管理名言：管理无定式，适合

即最好。

上

行下效， 管理层动起

来了， 整个华兴就动

起来了。 公司先是对“三提

一优”进行专家论证，然后

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

召开“三提一优”动员大会、

举行“三提一优”演讲比赛，

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各公

司各部门统一认识，迅速落

实到实际工作中，在实际工

作中———

（上接第十三版）

公司针对每个管理岗位， 制定出

严格的年度工作目标、月度考核办法，

对中高层管理人员不搞论资排辈，而

是以业绩论英雄。 公司对管理岗位实

行竞争上岗，以此解决了“要我干”还是

“我要干”的问题。管理人员针对岗位目

标，自我施压，切实担负领头羊作用。

2013 年公司人力资源部年度报

告显示， 对近 10 人进行了任职考评

公示，让考评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继

续其任职， 对另外 10 余名中层管理

人员，根据其表现进行了任职调整。

中高层管理人员“优化岗位”，

“优”出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公司

的大政方针也在优化中落地开花。

让员工“优”起来

“企业无人则止。 ”华兴常以此为

戒，并提出“向人才负责就是向企业

负责”。 从这一角度讲，公司实行“优

化岗位”，贵在“优”，就是通过技能培

训、开展“双百人才”工程，评选“华兴

首席技师”等一系列措施，让没有优

势的人员有优势，让有优势的人员更

加有优势，让华兴每位员工更加适合

自己的岗位。

为了落实“优化岗位”的目的，公

司人力资源部分批组织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参加管理技能培训；聘请各

类专家讲师，对公司班组长和中层管

理人员，开展基层管理技能提升的内

训； 对百名管理人员和百名技术人

员，实施“双百人才”工程，利用在线

商学院、外聘专家等形式，对“双百人

才”进行精益生产、基层实务管理等

系统培训。

在借智方面， 公司与山东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等高校联合，举办各类

专业培训班，对公司员工进行机械与

电子工程、钢结构工程等专业技能技

术培训。 公司还鼓励员工，以脱产或

半脱产形式外出学习研修，实行学历

补贴、 职称补贴和学习费用报销制

度；实行“师带徒”，进行“传帮带”，在

公司内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氛围。

公司不定期举办“三提一优”主题下

的各种形式的技能大比武，以比赛促

训练，以训练促学习，全面提升员工

综合素质。

为更好地发挥公司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作用，提升公司科研力量，公

司在获批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后，即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山东

农业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和山东理

工大学等著名高校， 达成联合培养

博士后的合作意向。 按照职业道德

好、技能水平高、工作业绩突出的标

准要求，公司现在每年评选“华兴首

席技师”，将其纳入公司高技能人才

库。

在后备人才培养上，公司着眼于

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中高

层管理人员，从中选拔思想政治素质

好、组织领导能力强、群众公信度高、

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作为企业后

备干部，进行重点培养，实行动态管

理，为企业的发展和管理不断注入新

的活力。

起

初，“三提一优” 这一

管理模式提出后，有

的员工对“优化岗位”的理

解是， 公司要借此机会裁

员，正如流言所道：优化优

化，你不优，就把你“划”掉。

这是对“三提一优” 误解，

“三提一优” 的最终目的是

“提高收入”，提高华兴人的

幸福生活指数。“优化岗位”

的目的是让合适的人到合

适的岗位上去。华兴的用人

理念是“向人才负责”，所以

说，“优化岗位”的真正出发

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