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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云南省普洱市的大开
河村。1988 年，在我父亲那个年代，
我们村子第一次接触到咖啡。那一
年，国外公司看中了这里优良的自然
条件，决定大规模购买普洱当地的咖
啡原料，大开河村成为普洱市最早规
模化种植咖啡豆的村子之一。

我父亲是村子里第一代咖农。当
时村里的咖农只管种，没什么议价
权。咖啡果红红绿绿，质量参差不
齐。只要达到收购标准的及格线，种
好种坏一个价。咖农们只把这当成一
种国外的农作物，种了就有人买走。

2015 年，我大学毕业回到村里，
那两年恰恰是咖啡国际期货价的低

点，咖农损失惨重。我意识到只有好
豆子才能跳出单一集中收购模式，摆
脱困境。

父辈坚守原产地 30 多年，一直
处于单一生豆供应模式。2015 年我
们决定转型做精品咖啡。从那之后，
村子里的咖啡鲜果处理站收到的咖啡
鲜果，不再是红红绿绿，而是统一为红
色。为提升品质，我们要求必须全红

果采摘，把控好咖啡鲜果质量。
过去在村里，咖啡的生豆处理方

式仅有水洗一种，单一处理方式也让
咖啡风味很是单调。我报名参加普洱
市咖啡生豆处理的培训班，把日晒、蜜
处理以及双重厌氧发酵等处理方式带
回了大开河。不断学习进步，才能找到
最适合自家豆子的处理方式。

如今，越来越多精品咖啡馆经营

者来到了大开河，以更高的价格在原
产地求购高品质豆子，作为自家咖啡
店的特色产品。大开河咖啡的精品豆
产量从初期的年产 4吨提升到 60吨，
市场需求量还在稳步上涨，精品销售
收入占比60%。

“咖二代”继承的不只是财富，更
是一种责任，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可能
性或者出路。对于未来，我希望除了
咖啡品质的提升之外，还可以把这个
咖啡庄园朝着文旅的方向去发展，把
庄园的体验馆和咖啡馆做好，在帮助
村民增收的同时，也可以把本地的食
物分享给更多远方的朋友。

（本报记者 沈靖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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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昌明 （左一）

▲ 华润梅 （右） 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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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创新发展，企
业家素质的提升是一大
关键。当前，许多民营企
业已进入“掌舵人”代际传
承、新老更替的重要阶
段，父辈创业时所处的经
济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如
何引领企业继续发展，成
为“创二代”迈向企业家征
途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不当“富二代”，争当
“创二代”。本报邀请了几
位新生代民营企业经营者
讲述他们坚守实业，在创
新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的
故事。

我的家乡慈溪是世界级的“小家电之都”，
生产制造了全球约 60%的小家电。我的父辈于
2001 年创办了宁波卡帝亚电器有限公司，一开
始生产空调等电器。从小，我就对电器充满了好
奇心，放学就在产线上左看看、右瞧瞧。

2015 年，我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回到家乡。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学习相关知
识，并参与了一些项目。回国后，我并没有急
于参与公司经营，而是先沉下心来调查研究，
寻找突破口。

调查后我发现，此前公司只顾埋头生产，对

销售关注较少，更没有电子商务的意识。2017
年，电商正处在高速发展中。我主动请缨组建团
队，让公司搭上电商快车，效果还不错，销售额
逐年增长。不仅是我的父辈，公司其他人都对我
这个喝“洋墨水”的人刮目相看。

在负责电商的过程中，我又发现新问题：公
司此前主要跟随国内其他企业的脚步，主打高
性价比，利润率低不说，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这种生产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于是，我带领一
个技术团队，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研发功能更
丰富、设计更精美的产品，向高端市场拓展。这

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设计创新、工艺创新、渠
道创新。我与团队其他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讨
论到半夜是常态。

2019年，公司转型开始取得了成果，不仅
高端产品的销售额实现较大增长，还和要求严
苛的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合作。以我们生产的
冷暖两用无叶风扇为例，突破了电风扇的使用
场景，可以让用户在冬天使用电风扇取暖，一
经推出就获得了市场的好评。

一路走来，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慈溪
市委统战部多次组织活动，带着我们这些小家
电产业的从业者前往广东顺德、安徽合肥、浙江
义乌等地学习考察，开阔眼界，寻找差距。

创新的脚步不会停止。未来，我会继续扎
根一线，让产品朝着时尚、智能、多功能的方
向发展。

（本报记者 赵 昊采访整理）

我是 90 后，目前在河北石家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担任河
北 誉 仁 堂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公司主营保健食品、功能性食
品等产品。2014 年大学毕业后，我
进入父亲创办的企业工作。当时，
很 多 人 觉 得 我 是 “ 背 靠 树 荫 好 乘
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决心闯出
自己的天地。

彼时，保健食品和康养行业的行
情看好，我认为自己抓住了“成功密
码”。在没有经过充分市场调研情况
下，就坚持开发有机硒产品和推进智
慧康养项目。结果初战折戟，市场反
响平平，远低于公司预期。这次打击

让我懂得创业的艰难，开始真正沉下
心来学习。

在父亲的建议下，我从基层做
起 ， 钻 研 公 司 上 下 所 有 的 工 作 流
程，向员工学习具体业务。几年积
淀下来，我对市场有了更敏锐的把
控，也对企业未来发展有了系统的
见解。

有了之前失败的经历，我不再轻

易冒进，而是首先立足市场，对消费
者的需求进行分析。根据不同年龄
段消费者的需求和饮食习惯，公司陆
续推出多款有机硒产品。这一次，市
场反应不错。我还在多个互联网平
台开通了线上商城，并大胆拓展业务
范围；同多家康养机构合作，推出定
制康养服务。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客
户上门求合作，公司的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
五年过去了，如今公司已在健康

行业开拓出一片天地，线上线下销售
相结合，产品销往北京、河南、湖北
等11个省份。

如果说父辈白手起家创业是一
段艰辛的历程，那么“创二代”则
意味着另一个挑战。我们要在父辈
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引领企业取得
新的发展。这几年，“创二代”相继
走到台前，我们有理想，有干劲，
也有新思路，相信我们能在坚守实
业、创新发展中放飞梦想，实现人
生的价值。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

“创业需先从业。”2013 年，从国
外硕士毕业回国时，父亲这样告诉我。

当时，白手起家的父亲，已经把
那家小模具厂，经营成了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专门生产高精度疑难配件，
已有20多项专利成果。

回国之后，是接手企业，小富即
安？还是开拓创新，转型升级？此时，
中国正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我的家
乡黑龙江也开始推行禁烧秸秆政策。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秸秆回收前景
广阔。而纵观当地市场，秸秆回收领
域的机械设计制造，几乎还是空白。

我心中的“创业梦”有了方向：
不再让秸秆白白被焚烧，要研发生产

生物质收获及包装设备，让资源回收
更高效。

正如父亲所说，先脚踏实地“从
业”，才能行稳致远“创业”。我先加入
了父亲的公司——牡丹江市万通微孔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从一线做起：在研
发中心，和专家一起做改进实验；跟着
采购经理，钻研一张张表格背后的精
打细算；带着市场部业务员去南方出

差，逐个企业做“陌生拜访”。
有了技术和人才积累，创业时机

逐渐成熟。2015 年，我成立了自己
的公司——黑龙江沃野生物质收获包
装设备有限公司。

然而，因工作环境复杂多变，农
业机械的试验成本极高，研发经费很
快见了底。好在家乡的政府和百姓们
热情善良，得知我们在研发秸秆收获

设备，科技部门和人社部门帮忙筹来
资金；熟悉的农民朋友提出，为公司
提供免费动力机械和试验场地。

截至 2022 年底，公司已累计获
得国家专利 30 余项，先后研制开发
出针对不同运距及配套动力的6种秸
秆收获设备以及秸秆压块生产线，其
中破碎型圆捆机为公司首创，极大降
低了秸秆收获成本。

未来，我们要更好地以政策为
导向，集中科研力量研制开发符合
东北地理环境及耕种特点的农机设
备，同时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应
用与推广。

（本报记者 张艺开采访整理）

2003 年硕士毕业后，我加入了江南实业
集团。

印象很深，第一个项目恰逢集团准备“上
马”3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父亲当时叫我来做，
此时我刚毕业，哪里懂什么板材生产呢？大项目
压在了我的肩上，不管成功失败总要勇于尝试。
公司生产的薄板将要进军家电外壳高端领域，
是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我带着30人的团队，从方案设计、工程建设、
设备采购到安装调试，每一个流程环节都重新

学习，这样的过程很煎熬。但看到成功曙光的时
候，我和团队成员都非常开心。

2006年1月，3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全线投
产。看到第一卷薄板钢卷生产出来时，就像亲
眼见到自己的孩子落地一样。这个项目当年就
创造了 15 亿元销售收入，现在的年销售额达
20多亿元。公司已成为国内知名家电企业的稳
定供应商。

为在集团内部推行更加先进的管理系统，
我选择在 30万吨冷轧薄板项目上先行先试，采

取“减员不减资”方式，同步配套机器人上岗作
业模式，实行全员系统化管理与考核。新机制实
施一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整个车间配备
人数减少近一半，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产品
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既要尊重父辈，又要坚持不破不立的方
式，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我把实实在在的成绩
摆在大家面前。

为了让企业一直有竞争力，我重视创新，
把集团利润的 5%作为研发经费，对原有产品
进行提档升级，并不断开发满足市场需求且技
术含量高的新产品。

如今，企业发展越来越好，这是大家共同
努力的成果。我将继续深耕行业，把企业做
大、做优、做强。

（本报记者 白光迪采访整理）

创业需先从业
■ 孔德元 黑龙江牡丹江 机械制造业

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 梅泽锋 江苏常州 金属制造业

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
■ 沈 泽 浙江慈溪 电器行业

1984 年，北海市被列入全国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也正是在那一年，
我的父亲带着老家的叔伯亲戚，从广
西玉林市博白县的一个小乡村来到北
海市，创办了北海市包家新型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说是公司，其实只是一个 30 人
的小工厂，主要生产红砖、水泥砌块
等建筑材料。1990 年，父亲把我从
家乡接到北海，我也更加了解了父亲
从事的事业。印象里，父亲总是早上
六七点就起床，到车间查看石灰石的
破碎、红砖的烧制等生产环节。在父
亲的勤勉开拓和国家政策扶持下，公

司发展得越来越好。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父亲的公

司，从最基层的岗位做起，积累经验。
头 3 年，我一直在做销售。作为一个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到工地上推销产
品时，总是会遇到采购员的冷脸，最开
始的 1 个月，我甚至连一笔业务都没
有完成。当时，我整天泡在工地上，跟

采购员待在一起，介绍自家产品的优
势，还提供一部分产品供试用。终于，
我的坚持和诚意打动了他们，在进入
公司后3个月，我的业务有了起色。

渐渐地，我走上了管理岗位，负
责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我始
终记得父亲的叮嘱：“咱们做的是盖
房子的材料，一点都不能马虎。”在

确保生产质量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如
何提高生产效率，让公司运行更加规
范。我大力推进设备更新，把传统用
来烧制红砖的炉窑升级成半自动化的
轨道式炉窑，只需要按下按钮，就能
自动送砖入炉，可以节省 1/3 的人
工。我还在生产和包装的各个环节引
入机械臂，实现自动化操作。

接过“接力棒”以来，公司发展蒸
蒸日上。市场瞬息万变，公司要想发
展得好，离不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
理模式，希望自己能在父辈创业精神
的激励下，带领公司更好地走下去。

（本报记者 郑 壹采访整理）

在父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
■ 吕东飞 河北石家庄 康养行业

在父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
■ 吕东飞 河北石家庄 康养行业

继承的不只是财富，更是责任
■ 华润梅 云南普洱 咖啡种植

从最基层的岗位做起
■ 邓昌明 广西北海 建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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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德元

▲ 沈 泽
童怡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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