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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股市备受关注，
其中的“豪迈科技”稳中有涨，
更加难得的是别人跌，“豪迈”
还涨，总市值已200多亿元。53
岁的张恭运，对此表示淡定。

身为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豪迈集团”） 董事长，
张恭运一身蓝色工装，穿梭在厂
房车间，你很难将他与普通工人
区分开。

豪迈集团总部位于山东高密
市。2800多个县（市区）中，高
密这些年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名声
大震，原因之一，是这些年高密
没少出“世界冠军”。

谈文化，高密有莫言，2012
年 10 月获诺贝尔文学奖，名扬
天下。谈工业，高密有不少“隐
形冠军”——孚日集团，全球最
大的毛巾生产企业；豪迈集团，
在轮胎模具领域，市场占有率、
产品美誉度双料“世界第一”。

在装备制造领域，世界上隐
形冠军不少，总部在中国的则不
多。豪迈凭啥可以？凭啥让高密
人感到“豪迈”？

张恭运说，那就要从20年前
的一个抉择说起了。

一项针对“大学生炒股”的调查显示，有 31%的受访大学生在
炒股，其中26%的炒股学生投入在5万元以上。另外，有些高中生也
正在利用手机上的模拟炒股APP，进入投身股市的模拟演练。（《新
华每日电讯》6月2日）

前几天，媒体还报道了陕西一个炒股村——陕西兴平市马嵬镇
南留村，据称，该村去年不少人开户炒股，目前股民超过100人，年
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27岁，“有的村民投入20万，听说还有人
投60万、100万的。”（《华商报》6月1日） 在这股热流中，南留村
村民尚且在干农活之余猛补股票知识，投身资本盛宴，那么身在知
识海洋、接触资讯前沿的大学生炒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针对大学生该不该炒股的讨论，其实没多大意义，因为大学不
是世外桃源，与外面世界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且，现在的教育
也较多地强调课堂与社会的融合。在这个“发财要趁早”的观念大
行其道的年代，面对两个舆论场传出的众多造富神话，一些大学生
也开始动心起来，生出“股市那么热，我也去炒炒”的想法，这再

正常不过。何况，大学生也有一定的知识，正处于敢闯敢试的年龄。
但人的一生是分阶段的，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使命。大学

生正处在人生一个时间集中的学习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
——主业，就是把学习搞好。一旦错过了这个阶段，到了社会上再
想好好学习，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需要付出更多。

或许大学生们懂一点股市常识，能说出一些股市概念，但不见
得他们真能看清股市走向。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股市有风险，入
市须谨慎”，大学生一般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如果炒股亏了怎么
办？大学生往往还没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他们能从容面对股市巨变
吗？而且，炒股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门“力气活”，一个“炒”字意味
着时间和精力的巨大付出。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大学生，有炒股的时间
和足够精力吗？他们能在学习主业和炒股副业之间，划出明晰的界限
吗？万一炒股无成，反而影响作为主业的学业，又该怎么办？

时代发展到今天，戴着有色眼镜看股市，自然已经落伍了，我
们当然要承认股市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要接受炒股的正当性。
但一个社会如果人人炒股，人人都指
望从股市上发财，这是不正常的。当
大家都拼命炒股时，必然透支大量精
力，而这些人是有繁重的工作、学习
任务的。不仅是大学生，每个炒股的
人都要考虑考虑，自己有没有在炒股
时荒了主业？

（据《中国青年报》）

时事点评

“电话都被打爆了，鼓励我的，担
心我的都有。”吴海苦笑着说，“之后的
一系列反应，已经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但我不后悔。”

因为今年3月在网上发布了一封写
给总理的公开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
憋屈了》，作为桔子水晶酒店的 CEO 吴
海，瞬间成为舆论焦点。公开信发布的 54
天后，吴海日前被邀请走进中南海，在国
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
召开的座谈会上诉说自己的委屈与建议。

吴海的公开信写于 3 月 23 日，发在个
人的微信公众号上，全文 5000 多字。在信
中，他详细讲述了作为普通创业者的感受，
替企业喊“憋屈”，痛陈中小企业在经营中遭
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与政策的奇怪之处。
最终，这封信“惊动”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总
理随即作出批示。

在公开信和中南海座谈会上，吴海提出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 4个方面：企业逢年过节要缴

“特种税”的“潜规则”；基层政府部门执行政策

规定标准不一，基层执法自由度过大，规则被滥
用；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导致企业发展处处受
制。

“我们有些城市的酒店，遇到端午、中秋、春
节就哆嗦；一包过期薯片被举报，罚款从2000到
5万元都有可能，没有量化标准，就看关系；住客
登记，有些城市可以用护照，有些必须用身份
证，什么叫有效证件都没统一过，我们只有被消
费者骂。”吴海一肚子苦水。

吴海在酒店业做了 20多年，2006年创立了
第一家桔子酒店，之后又创立“水晶桔子”品牌，
如今桔子系列已遍布全国。在上海，吴海有8家
店，之前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好几年前在
上海的老厂房开发经营酒店，有些属于开发区
性质，有些不是，每个区的标准不一样，因此哪
个部门批准就会有麻烦，这是因为规则设置不
合理造成的，通过协调很快解决了。”

吴海想到李克强总理提出，简政放权要开
门搞改革，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
菜”，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反映突出问题入手。

“其实，这个‘菜’好不好，两个人最清楚，吃‘菜’

的和掌勺的，坐在办公室或学校里做‘菜谱’的
人不一定有这两个人清楚，所以，简政放权、
行政改革，应该由‘点菜’的人和掌勺的人
一起做。”

实际上，这次吴海走进中南海，也是国
家有关部门应总理要求，率先组织的一次

“点菜、评菜、端菜”会。在会上，吴海作
为企业代表，中国政法大
学副教授翟继光作为群众
代表，现场向政府部门提
出问题，专家学者点评、
建议，管理部门现场接招
回应。

吴海说：“其实，我的
酒店规模比较大了，已经
比小企业有优势，且我是
政 协 委 员 ， 能 处 理 好 关
系，但从做有担当的中国
人的角度，我想说一点真
话。”

（据中国网）

酒店CEO“吐槽”进了中南海
梁建刚

酒店CEO“吐槽”进了中南海
梁建刚

6月3日，侗族群众在贵州黎平古城翘街上练太极。
贵州黎平侗族群众除了喜欢唱侗族大歌外，对瑜伽、太极

也情有独钟。每天清晨，他们都喜欢集聚到黎平古城翘街进行瑜伽、太极健身锻炼，街边风火墙的飞檐
翘角、高挂的大红灯笼与瑜伽、太极练习者优美的动作相映成趣。 杨代富摄 （人民图片）

6 月 3 日下午，一台美女机器人“小美”
在江西省九江学院厚德楼的一间教室里为学
生讲课。

据“小美”的研发团队张广顺老师介
绍，机器人是由该校信息学院智能机器人工
作室耗时1个多月研发出来的。“小美”不仅
能按照讲义 PPT 给学生上课，还能与同学进
行简单交流。据了解，使用机器人上课在江
西尚属首例。 魏东升摄 （人民图片）

“机器人老师”登上大学讲台“机器人老师”登上大学讲台
侗族群众爱上打太极侗族群众爱上打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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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豪迈集团车间一角。
（资料图片）

人物聚焦

“冠军企业”的三次抉择

关键时候作出抉择，是所有人无法回避、又最艰难的
事。

张恭运的第一个抉择，在1995年。那一年，1月1日世
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成立；那一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
召开，通过了事关“‘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世界和国家，都在谋划未来。

33 岁，年纪轻轻，已是高密锻压机床厂副总经理的
他，也在谋划人生。他作出了只有一个人不反对的决定：
下海。那个支持他的人，是妻子。和三名伙伴凑了4万元，
在高密市呼家庄镇一家破产乡镇企业的机修车间，甩开膀
子创业。

6 亩地，500 平方米厂房，十几台老机床，32 名民工，
总资产108万元，负债率96%，干啥呢，没头绪。第一年亏
了30多万。后来，摩托车配件、洗衣机配件、榨油机、鞋
底模具，啥都干过，“得先活着”。

第二次抉择，发生在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个 7
月，凭一个构思，公司签下第一台轮胎模具专用电火花机
床的合同，还有10万元定金。那时，中国很多机床制造都
是手工操作，全凭熟练工一双手，非常麻烦又不精准，而
数控机床则不然，能自动化操作。5个月后，我国第一台数
控的轮胎模具专用电火花机床在豪迈研发成功，并很快占
领市场。

谁解决了时代难题，时代就给他福利。很快，豪迈开
始生产轮胎模具专用数控刻字机、数控车床、铣花机、喷
砂机等一系列专用装备，既赚了钱，也改善了国内轮胎模
具行业的装备现状。

产业越做越大，然而 2003年，张恭运带着公司做了一
个新的抉择：很赚钱的专用设备不卖了，转行做模具。这

是他的第三次抉择，而且是主动的。

一敢“革命”，二要创新

张恭运分析，机床等专用设备，常年用不坏，卖完一
家市场就少一家，而轮胎模具是耗材，市场空间很大。

转型总是难的，没技术，没产品，光有厂房和一颗诚
心，别人很难信你。直到上海双钱轮胎厂给了一个意向单
子。

当时，双钱生产的轮胎出了一点问题，而它的模具供
应商称，模具没问题，是硫化机的问题。豪迈对双钱说，
给我一个机会，模具我先做，不好不要钱。第一副模具出
来了，生产的轮胎，出奇完美。自此，一炮打响。

同在 2003年，淘宝网诞生，神舟五号升空。豪迈和很
多公司甚至整个国家一样，都开始了崭新事业。对豪迈来
说，更难的是，自己革命，以前赚钱的事不做了，转而投
入一个新领域。

张恭运说，刚开始确实缺技术缺人才，但豪迈不缺眼
光，不缺勇气，不缺学习能力。1997年时，公司没有制图
员，就让初中毕业的王钦峰来摸索，一路下来，他的创新
成果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而今，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劳模。

在会议室的白板上，张恭运左边写个“改善”，右边写
个“创新”，然后中间画个等号。他说，创新并不难，改善
就是创新，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值得鼓励。

在豪迈，无论在成本、效率、质量、劳动强度、安全
乃至管理等方面，只要有改善，就是创新。不分学历和工
种，只要有创意就行，一旦有成果就会得到褒奖。公司有
40%的低学历或非专业人才与科班出身的人并肩工作。

记者看到，公司车间里，设有创新改善专栏。公司每
年有上百万元专项资金，奖励创新。每月，《豪迈快报》上

也会公布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奖金获
得者。

高密版的“中国合伙人”

现在，豪迈每年由员工完成的各类
创新项目和建议上千项，全员创新成为
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优秀员工也脱颖
而出。

集腋成裘，小创新有大成就。目
前，豪迈集团先后拥有 150 多项国家专
利，有 30 多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人才队伍非常庞大。

张恭运比较自豪的是，公司现在1万
多人，优秀人才不仅培养得出，也留得
住。

2000 年，公司完成原始积累。那年
开始，豪迈作出一个对普通员工很有吸
引力的决定：公司每年吸收约 5%左右的

优秀骨干员工，成为公司的股东。新股东可用1万元购买公
司1.5万元的净资产，无形资产不算钱。

新加入股东的股份，是从原始大股东中让出。这样，
更多优秀员工由“打工者”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参入公
司的决策，既分享公司的最终经营成果又承担公司可能的
经营风险，其归属感和成就感与日俱增。

20 年来，豪迈以年均 50%以上的增速发展，2014 年
产值 30亿元，净利润 7.2亿元；在轮胎模具行业，占领
世界 15%的市场，GE、西门子、东芝、阿尔斯通、卡
特彼勒等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是豪迈的深度合作伙
伴；豪迈参股的气门芯公司也是世界第一；涉足燃气
轮机部件、油气装备、高效节能型换热器后，又迅
速成长为行业排头兵……

高速成长，原因何在？张恭运认为，宝塔形
的股权结构和长效的股权激励机制，是豪迈的

“秘密武器”之一。留住人才，就拥有未来。

图为张恭运在车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