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想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

显示，其移动业务上季度销售收入

同比减少23%。而其在中国智能手

机厂商中的排名也早已跌出三甲。

对于移动业务，杨元庆表示“有意亲

自操刀”，并为此引入4名高管。

解读：
一个月内连续引入4名高管，或

许是联想对移动业务“清零”后重启

的信号。在过去的一年里，联想移动

发生“巨震”的确是从人事、架构上的

调整开始，逐渐到了渠道资源。对于

结果，杨元庆必须接受。因为企业家

的使命就是“知难而上”。

杨元庆表示“操刀”手机业务

让“工匠精神”落地
本报记者 江雪

“娱乐硬糖”在《匠人、诗

词、信札，一场久违的中产阶级

趣 味 的 胜 利》中 这 样 写 道 ：

“2016 年的一股清流在 2017 年

渐渐变为新潮，这种趋势也在

业内日益被重视。《了不起的匠

人》播出后迅速走红，说明除了

匠人精神令人敬佩外，它已经

成为青年创业者的一种精神依

托。匠人顺心所欲、专注所爱

的生活方式，正是在欲望和焦

虑中挣扎的青年人向往的。”

那些数十年专心做一件事

的匠人故事，无论说的是高原

“唐卡匠”、“纺织匠”，还是中原

的“漆器匠”、“团扇匠”、“角弓

匠”，所蕴含的文化脉络都显得

格外意味深长。

3 年前开始参与“绣娘工

艺”挖掘的企业家夏华表示，

“看《了不起的匠人》和《大国工

匠》纪录片所受的启发和共鸣

是，当今的匠人们坚守的浪漫

和追求，也是靠商业支撑的。

大家明白并愿意开展国际大合

作。”

通过文化学者、社会学家、

企业家、投资者们多年来对“工

匠精神”的呼唤以及深刻挖掘，

到对民间匠人的寻找、保护，再

到对匠人技艺的传承、开发和

树立当代品牌的结合，都已经

成为很多商学院的市场案例，

得到创业家们的高度重视。

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言，“积

极探索让匠人技术落地、成为文

化品牌标志的时代已经到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

一次提到“工匠精神”，并明确

提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

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

尚精益求精，打造更多享誉世

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工匠精

神”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制造”

转型升级的重要指引，不但有

中国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

中航工业导弹院的赵晓明呼吁

“工匠精神是一种完美理念”，

还有中国工人“工匠榜样”许振

超在议案中建议加快职业技能

开发法立法工作。

拥有 60 年历史的云南老糖

匠申遗产品“巧家红糖”刚上“艺

非凡”平台时，70%的消费者是白

领女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工

艺传承人竟然是一位叫“郭发万”

的老人。当他系着花布围裙，用

布满老茧的双手微笑地捧着一盒

盒“巧家红糖”出镜时，金沙江畔

甘蔗林里摇曳出的风，给消费者

带来了古老技艺的呓语：请挽救

那份即将逝去的味道吧，那是中

国古老的幸福味道，是自然的香

甜味道。

《中国企业报》记者观察到，

2016年开始，中国微商平台出现

了多家为保护中国工匠文化、工

匠技术产品和传承人价值的品牌

平台。来自台湾的“百念品牌”创

始人周百念，一辈子研究中医，并

把研发出来的高端口腔保健产品

带到内地。他多次表示，“我以自

己的名字为品牌做保健品，是因

为左手托着台湾南部杉林药材基

地，右手托着研发和认证。我的

理想就是做出世界最好的、无化

学添加剂的牙膏。”

“这是符合当今时代的高端

工艺走向——特制，然后逐渐达

到普及。”一位营销专家非常认可

这样的营销模式。他表示，“这和

华为、苹果的销售模式很相似，但

是更关键的是，商品本身的工艺

是否决胜、是否绝代。不然，一盒

牙膏怎么能够卖到和一个高档化

妆品一样的价钱？这是理念带来

的产品链以及商品品牌价值。”

蔡澜说过，匠心不是迷障，对

匠心的狭隘理解才是迷障。

记者研究发现，这两年时间，

很多“新匠心派”品牌的步子之所

以迈得大，是因为投资人、创始人

敢于结合世界最先进的“标准

化”。这是对“工匠精神”认知上

的突破，是文化多层面的创新，更

是古老技术、技艺、技巧可持续发

展下去的保障。

“无论我们天性如何，我们一

定要让其自然发展，否则我们的

生活充满了欺骗。”这是一位现代

手工艺人的宣言。作为品牌创始

人，又是手艺人、销售商的他，每

天以手工生产一至两个手工艺木

食具而自豪，常常在创作中感叹，

“材料本来有个特点，而我要把它

无限放大，大到它成为一种美感

从而使人有所感悟。”

2017 年 3 月 20 日，郑州的

一个品牌公众号报道了“香港

食神”蔡澜对郑州、大连某些

“新匠心派”连锁品牌的评价:

“这是饮食界的‘华为’，制造业

的匠心典范，看似巧合，实则并

非偶然，都是十几年厚积薄发

的结果。”

当蔡澜表示“把匠心派代表

品牌引入香港”时，后面支撑品

牌的是标准工艺、高效生产、优

质食材组合的“新匠心派”文化

内涵，这也是“新匠心派”创业家

十几年默默学习日本匠人——

“手工皂之父”石野荣一的结果。

事实上，日本的手工皂业已

被石野荣一的名字所代替，而来

自中国的学习者也越来越多。

当柳传志等众多企业家为

“工匠精神”做代言时，周广胜的

天然檀木梳子以“润发细无声”

的文化内涵在各大微商店铺热

销。“精选一块绿檀，细琢一片青

莲，一把好梳，给你一生温柔呵

护”，这是创始人高贵性情和养

生之道的结合。当走遍阿根廷

雨林的周广胜终于拿到那块注

定为梳子而生的檀木时，为其上

万次的划线、开齿、按线、打磨也

注定成为他的命运。

在周广胜的世界里，梳子不

是商品，而是“七月的荷花，一朵

有一朵的韵致，一叶有一叶的清

雅，正如美好的你，岁月的情丝

需要细心的呵护。”问他有什么

秘诀？他的回答是“专注、细心、

熟练、鲜活。”

是的，正如匠人周广胜所

言：“一块好木、一张砂纸、几把

锉刀，千万次的打磨、雕刻、精

修，成就一把好梳。然后才是愿

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如此商品，岂能让人不动

心？

2017 年 ，由 柳 传

志、李东生、贾跃

亭等多位企业家为代言

人的宣传片《什么是匠

心精神》一经播出便引

起极大关注。公众认

为，这不但意味着中国

企业家对“工匠精神”的

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中

国企业家开始真正自觉

走向“工匠精神”时代。

青年创业者的精神依托

人文·生活2017年03月28日星期二
编辑：康源校对：许舒扬 美编：王祯磊

邮箱：qiyebaoxinwenbu@163.com
12

让古老技艺发展下去

崛起的“新匠心派”

近日，企业家李东生表示，希望

65 岁就能够退休。对于接班人选

问题，他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解读：

尽管心中有退休的时间表，但

是李东生工作的步伐丝毫没有放

缓。如今 TCL 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业务覆盖了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每年几乎

有两个月都在国外。虽然不似当年

的“风光”，但是李东生还是能获得

公众足够的尊重。

（本报记者江雪整理、点评）

李东生有了“退休时间表”

北京时间3月20日晚，美国传

奇富豪大卫·洛克菲勒去世，享年

101岁。多家网站发出洛克菲勒家

族与中国渊源颇深的照片，其中最

引人关注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

的中国医疗机构和相关研究机构。

解读：
洛克菲勒家族早在几十年前就

来到中国，帮助建设医院、学校。北

京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

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

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此后，他们

还斥资捐助13所综合性大学，其中

最大的资助对象是燕京大学。人们

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的慈善行

为值得敬重。

大卫·洛克菲勒去世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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