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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华兴

观察

关于阿里巴巴的新闻，大家都不

陌生：单日交易额超过几百亿、上市

创造最大的 IPO、亚洲新首富……关

于这些神话的创造人马云， 大家可

能也不陌生， 但在前 37 年里， 他的

人生就充斥着两个字：失败。 所以，

每个关于他的简介里， 都有他的两

句话：“永不抱怨的人生态度才是第

一位的”。

作为企业中层或者高层管理者，

当你遇到下属或团队工作不力想抱

怨时，就应该想想，当我们回家作为

“一家之主”时，当孩子或者家庭成

员遇到困难时，我们能任劳任怨。 面

对家庭时，我们作为“主心骨”、“顶

梁柱”，很自觉地承担起责任，为家

人排忧解难。 为什么在工作中遇到

困难时，却有那么多的抱怨呢？ 这里

面最大的原因就是少了一颗愿意担

当的心。

作为管理者，在面对自己的团队

时，应该是这个团队的“家长”，如果

自己上抱怨公司、下埋怨员工，自己

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团队的行

为， 这样的团队也是牢骚满腹的团

队，于工作百害而无一利，带领这样

的团队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自己也

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所谓“兵熊熊

一个，将熊熊一窝”，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

要明白企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的道理，坐在船上的人，要有

一颗机智而勇敢的心。

管理者要学会审时度势，看清企

业的生存环境。 企业的发展过程，其

实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过程。 曾处在食物链顶端的霸王龙

是何其强大，然而地球环境的改变，

霸王龙消失了， 而弱小的变色龙却

存活了下来。 所以，要明白什么是新

常态，怎样才能有新生态。

孙宪华董事长对新常态的解读

为：“所谓新常态就是把过去经济的

超高速发展拉回到正常的速度，实

现高质、 高效， 低能耗、 差异化发

展。 ”与新常态相对应的各项政策，

同时让我们明白怎么才能做一个合

格的管理者。

适应新常态，不是细枝末节的修

补，而是方向抉择，是节奏调整，在

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刮骨疗伤、壮

士断腕的魄力。

时事来时方知急，莫道关口无屏

障。 作为管理者，面对新形势、新常

态，在心绪上不能抱怨，在行为上不

能放弃， 在抉择上不能偏向。 坚持

走，稳步进，成功自然不负有心人。

（作者系华兴钢构公司副总工程师）

【新常态·大讨论】

不抱怨 + 不放弃 + 不错向 = 成功

成长故事

朱肖红

“铁甲甲” 能在几分钟之内轻而

易举地做出一双灵巧的铁鞋———这

让在现场观看的李海蛟从此爱上了

数控技术，并因此与华兴结下了八年

的不解之缘。 进入华兴 8 年来，李海

蛟由一名普通的员工逐渐成长为一

名“数控达人”，一名专攻难题、专啃

“硬骨头”的数控龙门铣床“大当家”。

机缘巧合

故事还得从他的大学时代开

始。

当时的李海蛟也和众多的 80 后

一样， 进入大学之后首先面临的是

如何选择一门好的专业， 只有这样

才能在毕业之后不面临“失业”的局

面。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跟着自己的

导师下车间参加社会实践， 正好目

睹了一位老师在一台数控机床上，

很神奇、 很快速地加工出一双无比

精致的铁鞋。 当时的震撼如今回想

起来仍余兴犹在。 一块大铁头，一个

简单的程序操作， 手指头上的几个

简单按钮， 就能成就一双形状美观

的鞋模， 这种技术对于一名大学生

来说， 现场感召力是瞬间的也是永

恒的。 当时的李海蛟就在想，如果自

己也能够掌握这门技术， 将来还愁

找工作吗？ 于是，李海蛟从那时爱上

了数控技术。

华兴公司的翻番目标连年实

现，公司提出的“做大农业机械，做

强石材机械，快速膨胀钢结构”的战

略目标极大程度的鼓舞了华兴所有

员工。 也给了广大员工更好更大的

展示舞台。 2007 年走出“象牙塔”的

李海蛟， 与那年华兴新配的价值数

百万的数控龙门铣床， 机缘巧合地

形成了“最佳搭档”。

大展身手

看着自己亲手操作着好几百万

元的新设备， 李海蛟心中的那份自

豪和激动无法形容。 然而光激动是

没有用的， 公司还等着创造出效益

来。 自己的理论知识是有了，可还缺

乏实战经验呀。 他一边仔细地研究

和设计操作程序， 一边反复学习和

查找资料。 那时候忙的是不用说节

假日了， 有时候甚至连吃饭也顾不

上。 据说有一年春节大忙的时候，公

司安排李海蛟休息， 但他婉言谢绝

了。

由于积极上进和聪明好学，他

很快就成为了龙门铣床上的“铣老

大”。 虽然车间实行的是轮流倒班

制，但遇上加工工艺复杂、加工难度

大的活还是会留给他来干。 连车间

负责人都认为他是专啃“硬骨头”的

技术骨干。 除了专攻难活以外，李海

蛟还会经常在干活的过程中琢磨出

很多巧干的“秘方”来。 据了解经他

研制出来的改镗为铣的螺旋式进刀

加工深孔的方法， 不仅更好确保加

工精度， 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加工效

率。 不仅如此，在节能降耗、节省刀

具等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龙门刀盘上经常使用的 R6 型圆刀

片别人最多使用 5 至 6 次， 他却能

反复使用至少 10 次以上，理论结合

实践，李海蛟在工作上越干越顺手。

迎接挑战

新常态，新办法，新思想。 作为

加工中心的班组长， 同时也是大伙

公认的优秀员工， 李海蛟不断地发

挥着模范作用。“对待员工，思想教

育和技术培养不能顾此失彼。 ”他

说，如今新常态下，所有的企业都面

临着严峻的考验，都有一个“整装再

出发”的过程。 越在紧要关头，大家

越要团结一心，坚守自己的岗位，爱

护自己的公司，迎接新的挑战。

这几天，石材机械公司接连签下

订单，让车间忙碌起来，而李海蛟所

在的车间正是大中型零件加工的前

端。“市场旺季来了，正是我们大显

身手的时候。 ”李海蛟像个熟知信风

的水手，8 年与华兴的相互依存，让

他准确地感受到， 这正是企业的脉

动，这让他充满了干劲。

数控达人李海蛟

“智慧农业”

跟着项目接地气

在农装事业部，大家的节奏是很紧张的，白天快马加鞭赶

任务，晚上还要充电学习找思路。

事业部中层管理人员和产品部、技术部全体人员，每周都

雷打不动地看图片、看视频、研究数据，剖析近期产品，有时会

因某项新产品的解决方案争得面红耳赤，“集体学习” 成为农

装人自我提升的“福利”。

“为什么人家是最先进的，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我们在

什么地方还可以超越”。

在农装人那里，业内知名企业的产品及产品特点，能信口

拈来。 以他们自己的话， 就是要看看世界领先企业是怎么做

的。 农装人把学习先进，形象地比喻为“追星”。

干事情就要学“追星族’的执着劲。“这个视频，我们前后

看了不止 60遍，一帧一帧地看，有时候眼睛都疼得流泪，但产

品性能达不到最优，我们绝不放弃。 ”产品部经理王云海说出

了农装人干事的决心。

如果说看视频做研讨更多的是侧重理论学习， 那么各种

展会、演示会、甚至现场会、田间地头老百姓的需求都是农机

人学习提升的课堂。

2014 年，华兴农机人走南闯北，参加过无数次的演示会、

展览会，现场会，所到之处，除了积极推荐自己的产品，还广泛

的开展学习交流活动，他们的执著敬业创造着一个个精彩。

2015年开春， 农机销售突破 5000 台套， 实现新年销售

“开门红”。 江西、江苏、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近 20 个代

理商纷至沓来，实现大批量进货。 3月份，1000台套田园管理

机陆续下单。

“2015年将是更具挑战的一年，也是蕴含着更大机遇的

一年，我们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项目合作拉动新产品，

实现产品科技化，全力打造蔬菜机械三个平台的全程机械化，

有决心有信心完成既定的任务目标”。 农装事业部总经理邵

江华在公司 2014年度总结大会上表示，华兴农装事业部的目

标是“做蔬菜机械行业的领先者”！

“追星”很任性

追

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也是农装人的最爱。

他们眼里的“星”，不是歌星，不是影星，而

是行业内的老大、老二。 比如，日本的久保田、洋

马、 井关， 美国的约翰·迪尔等行业内的顶尖高

手，都是农装人学习的偶像。

张彦平

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多年来，农装事业部依靠科技创新，不仅使多项华兴产品

走在了全国同行业前列，也使华兴的多个项目，与业内外同行

结成发展共同体。 这也就意味着，华兴走的不再是“自给自足”

的内涵式道路，而是一个与时俱进、与大家共成长、社会化程度

很高的市场主体之路。

走进今天的农装事业部，从物理形态上，它还是一个贴着

“华兴”标签的经营单位，但中国农业机械科学院、农业部南京

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山东省农机院、山东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都作为华兴农装事业部的“结对单位”，在这里无处

不在。此外，来自不同战线的科研力量，充分利用华兴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开展了“棉花高地隙植保机”“多功能田园作业机”等

多个课题的研发。在这里，有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与

华兴农装合作研发多功能高地隙棉花植保机械，这一技术将棉

花喷药、打顶、喷施催叶剂等作业全程实现了机械化。还有中国

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在他们的参与下，院企共同承担完成

国家 863项目———超高地隙全液压喷杆喷雾机的研发和制造。

这么多项目，需要的不仅是外在的硬件支持，更需要研发

人员非凡的创造力和毅力。 作为一个企业，抓生产、促销售、创

营收是硬道理，研发是个投入大、产出慢的“软活”，所以有人

问，华兴农装的研发激情何以保证？

“项目负责制，包干到个人。 ”这是概括性回答。 通俗的说，

就是一人一项目，即一名员工负责一个项目，从产品研制到技

术攻关，从产品试验到交付生产全权有一个人负责。另外，中层

管理人员结对包保，帮助协调，解决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一人一项目， 我感觉很不错， 倒逼每个人主动的解决问

题，人少了，效率反倒高了。 ”产品部张金成对项目负责制的感

受是“以前，一个项目，好几个人做，出了问题，谁也不会主动去

承担，现在，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必须做好”。正是有了这种机制，

原先有了问题躲着走，现在是针对问题主动上前，农装事业部

的项目负责制充分调动了员工参与研发的积极性。

好风凭力借，送我上青云。 农装事业部善于借智借力，重

视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逐步收获耕种后的果实。

“华兴农装与信息化时代形成良好互动”。中国工程院院士

汪懋华通过对华兴实地考察大田蔬菜项目后认为，华兴紧紧抓

住农机和农艺的特点，首先推动了系统创新，尤其是将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农业装备、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需求进行了

深层次结合，这一点很有创新意识和前瞻性。

“围绕蔬菜生产的产品，有技术含量，有市场需求，有生产

能力，为同行做了很好的示范和引导”。中国蔬菜协会会长薛亮

在观看了华兴设施蔬菜装备现场演示后，认为华兴农装的研发

能力和市场认可度双双走强，尤其是华兴设施蔬菜装备，堪称

国内开荒拓土的事。

英雄相惜好做

“智慧农业”大文章

（上接第十五版）

李海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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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花岗岩上善“作秀”

12年苦心钻研石材机械， 锯切磨安装等

工艺无不“门儿清”。 石材机械公司的刘涛，至

此已独门总结出树脂磨光机加工黑色花岗岩

的制作工艺。 因为技术出众，这让他时常有机

会过一把“出国瘾”，几年来，在泰国、俄罗斯、

埃及、沙特、印度等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

次奉命前往，刘涛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胡兴国 文 /图

①电器安装轻车熟路

②钻研气动控制技术

③大型石材加工设备调试

是道“综合题”要求“机电一体”

④产品试机调试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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