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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人间世像

截至2017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

国29个省（区、市）的825个县落地开花，

累计投入资金16.6亿元，救助贫困母亲

33.2万，惠及人口142.7万。在“幸福工

程”帮助下，有的贫困母亲成了脱贫致富

带头人，有的被评为各级先进模范，还有

的当选了村干部，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

地位明显提高。

为了母亲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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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百 姓 穿 上 高 质 量 鞋 子
—— 记老企业家汪海与青岛双星名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奋斗历程

□ 本报记者 谷亚光

“在这个世界上，企业有请形象

代言人的，有找明星的，有找美女的，

只有两家，是找老头的。一家是美国

的肯德基，一家是中国的双星。”尽管

斗转星移，时代已发生了巨变。年届

80、迈着矫健步伐，头戴双星小红帽、

身穿双星红色运动服、脚踩双星鞋

……自带双星标志形象的青岛双星

名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汪海

就这样出现在了记者面前。

“我是误入鞋途，一辈子只干了

一件事，创了一个牌子，当了一个鞋

匠，走了45年的鞋门鞋道”。2018

年5月22日，声音洪亮的汪海用这

句简单的话语概括了自己的过往，也

打开了对过去的回忆之门。

“误入鞋途”
45年创了一个民族品牌

“敢为天下先”是时代赋予汪海

的标签，也正是带着这个标签，汪海

成就了“双星”的同时，也引发了改革

开放40年来，社会各界对他的热议。

双星公司始建于1921年的维新

织带厂，1936年日本人占领青岛后

更名为福字胶皮厂，1951年又更名

为大元橡胶厂，为国家制造抗美援朝

的军鞋，从此开始与鞋结缘，1956

年，被国家命名为“国营第九橡胶

厂”，成为中国最早的国有制鞋企业。

1974年，退伍后的汪海作为青

岛市橡胶公司工作组的成员之一，来

到了国营第九橡胶厂。1983年，由

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解放鞋不再受

老百姓欢迎，造成销售困难，主管部

门不再采购橡胶九厂的“解放鞋”，解

放鞋大量积压，工人发不出工资，刚

当上厂党委书记的汪海带领员工偷

着到市场上卖鞋，打破原有的统购包

销机制，迈出了企业打破计划经济进

入市场的第一步，奔波一年，硬是把

积压的 200 多万双解放鞋销售一

空。这件事成为双星迈出改革步伐

的第一步。

正是由此开始，在改革的大潮

中，双星开创了诸多在当时看来不可

思议的第一个：第一个偷着卖鞋下海

进市场；第一个进行低成本扩张，走

向横向经济联合之路；第一个脱离计

划经济统购包销的商业体制，自行组

织商家订货会；第一个脱离计划经济

流通体制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营销

网络；第一个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第

一个获得鞋业股票上市；第一个创出

了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第一个通过国

家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第一个

建起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第一个获

得国家出口免验资格……

这些第一个成就了双星由一个

只能生产黄胶鞋的亏损企业迅速发

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的

制鞋企业，并成功涉足轮胎、机械等

行业。鼎盛时期，形成了鞋业、轮胎、

服装、机械、热电五大支柱产业及包

括印刷、绣品、三产配套在内的八大

行业的新格局，拥有5万名员工，140

余家成员单位，年销售收入120亿元

的大型集团企业。双星专业运动鞋、

双星旅游鞋、双星皮鞋和双星轮胎荣

获“中国名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同

时拥有4个中国名牌的企业。

其实，在双星快速发展的背后，

是双星对名牌、品牌的缔造。

“名牌是市场经济中的原子

弹”——这是汪海提出的口号。当

年，“橡胶九厂”常被人误听成“香蕉

酒厂”，这个尴尬经历让双星人悟出

一个道理：参与市场竞争，企业需要

名牌。1986年，汪海提出：“创中国

人自己的名牌”。他们将创名牌作

为企业发展的目标，将创名牌与爱

岗、爱厂、爱国联系起来，第一个提

出了“创名牌是最好的爱国、爱企、

爱岗”“名牌是双星人的金饭碗”的名

牌理论。

纵观发展历程，双星之所以能

“一枝独秀”，成功发展，靠的就是振

兴民族工业，创造民族品牌的成功探

索：用创民族品牌凝聚员工队伍，用

创民族品牌占领国际市场，用创民族

品牌扬威世界。

“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当

年这句广告语几乎家喻户晓。

技术创新
双星与“神六”同游太空

打造工匠精神是汪海近年来常

说的一句话。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

创新精神和技术追求，双星在制鞋技

术的路上越走越宽。2009年 10月

17日4点33分，“神舟六号”顺利着

陆。双星集团为太空员配备的个人

装备配套产品——双星“航天员返回

用鞋”也伴随着“神舟”在太空遨游了

115个小时。这是我国载人飞船飞

行首批为航天员配备的鞋类救生装

备，也是第一批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

的为航天员配备的鞋类救生装备。

在我国航天飞行员鞋子没有标准的

情况下，双星集团设计并生产的“航

天员返回鞋”为制鞋行业建立了新标

准，提供了实例和依据，在制鞋行业

内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双星公司，无论是车间工人还

是行政后勤管理人员，工作10年以

上，甚至20年的员工很多。一个经

历了市场大起大落的企业，为何还有

这么大的凝聚力？

汪海举的一个例子，也许能解

答。他说，曾经双星从沂蒙农村山区

招聘了几百名员工。当时青岛本地

员工曾歧视性的称这些员工为劳把

子（意思是农民出身的员工），汪海在

一次厂区调研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后大发雷霆，并在大会上宣布：以后

谁再称呼劳把子就开除谁，并决定从

此双星所有员工不分城市、农村出

身，一律称为双星人。而双星留人的

关键还有，提拔干部，不以学历论出

身，不看学历看能力，从车间扎扎实

实干起的员工机会更大。从一线员

工提拔到工厂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的比比皆是。裁断工程师李光星就

是从一线裁断工人提拔起来的，目前

已经进入双星高级管理层，通过指导

员工机台创新，年可创新节约制鞋材

料3万双，经济价值上百万元，

坚持技术创新、坚持品牌塑造、

坚持市场开拓、坚持文化引领，身为

双星名人的一把手，汪海用着与实际

年龄不相符的激情，以力挽狂澜的魄

力，带领双星鞋服品牌，历经改革40

年，始终屹立不倒，成就了一个品牌

的辉煌。

目前双星名人除已经形成运

动、休闲、中老年、儿童等10多个门

类、30多个系列的鞋品外，双星运动

服装和双星背包等运动装备也已成

规模。

老骥伏枥
决心带领双星走向百年

“听说一款老人鞋，居然火到让

中老年人宁愿排长队购买！一打听，

才知道，原来是双星名人老年健步鞋

出了冬季新款。”2017年底，寒冷的

冬季，一款热销的老人鞋让双星重新

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忠实消

费者视线内。

双星老人鞋深受市场欢迎。

2017年双星的销售额显示：全年老

人鞋占销售总额的40%。双星名人

老人健身鞋已经隐隐有全国中老年

第一品牌的锋芒。

“我已经78岁了，我一直坚持穿

双星名人的老年鞋，我是双星名人的

代言人，我也希望更多的老年消费者

成为双星的代言人。我们今后在创

新研发其他产品线的同时，将加大对

老年人鞋业的研发力度。”汪海说。

这将是未来双星名人鞋服的又

一个主攻方向。

从2013年至今，双星名人是在

调整、整顿、过渡、发展中过来的，汪

海告诉记者：“真正的企业家就是市

场好时能发展，市场不好时，也能把

企业稳定好。无论经过什么困难，都

能得到市场认可、消费者的认可、品

牌发展的持续。”

“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多

年前汪海的一句市场开拓名言，如今

依然张贴在双星名人公司内。78岁

的汪海依然有信心将双星名人这个

民族品牌创好。老骥伏枥，壮心不

已。汪海将继续秉承他的企业家理

念带领双星名人走向百年……

半 岭 无 家 变 有 家
—— 江西山区农妇陈运娇三年苦干改变命运的故事

□ 刘 菁 高皓亮 秦 宏

稻田蛙声，竹林人家，衔泥燕子

绕梁。梁下的女人走上吊脚楼，拨通

丈夫的电话报喜：“母蛙产卵了……”

让春燕衔泥争归，47岁的农家妇

女陈运娇花了3年时间；让半岭从无家

到有家，这个心愿在她心里已经埋藏了

12年。

半岭是她丈夫的老家——江西

瑞金市拔英乡邱坑村半岭村小组。

父母去世、老屋坍塌，在深圳教书的

丈夫因此黯然神伤，把微信名改成

“半岭无家”。

“回乡下去，变无家为有家。”陈

运娇暗下决心。2016年儿女考上大

学后，在城里陪读的她背上背包，打

道回“村”。

“那几年半岭多是往村外走的

人，只有我往回走。回去，就是为了

重整有家。”她说。

那时，回村的路并不好走。从市

区坐1个多小时车到乡里，再走15

公里路到村部，从村部到半岭还有3

公里泥泞狭窄的山路。

那时，院里的杂草能直接烧饭，

门窗都朽了，屋顶的瓦也没了，抬头

能看见天上的云。

那时，山路只通到家对面的山脚，

中间还隔着田。瘦小的陈运娇肩挑手

拎，一趟趟走过田埂，把砖瓦运到屋前，

和泥补墙，修好老屋，有了安身之所。

“房子修好了，没有产业住不长

久。我这个年纪说年轻不年轻，说老

也不老，还是可以干成点什么。”一如

多数普通的村妇，陈运娇一张口就难

为情，然而她脸上显露出的，恰是山里

女人追逐梦想的羞赧：“养石蛙是我从

小的梦想。”陈运娇告诉新华社记者。

养石蛙要挖塘。山路太窄，挖掘

机开不进来，铁了心要干的陈运娇就

用锄头挖；石蛙不能喂饲料，要种蔬

菜……这些她都能咬牙应付。最难

的是运料没有车不方便，她又决心学

开车。年近五旬的农村妇女考驾照，

这在驾校都成了新闻。

山里有些路段窄，会车、倒车困

难，陈运娇车技不够精湛，下山前总

要先问问村里哪家有车要上下山，以

便错开山间会车。

一年过去，占地两亩的蛙场建好

了。多次拜师学艺的她常半夜去看

蛙，100多对种蛙、1000多只蛙苗在

池里对唱。星天外，雨山前，听取蛙

声一片。“再有两年就能产出，1斤能

卖100多元。”

山间雨后，老屋前的油菜花引来了

蜜蜂。陈运娇新开的网店里红菇、笋

干、蜂蜜供不应求。她计划着给山货注

册一个商标，就用“山乡竹海”四个字。

起初反对她一个人回到半岭的

丈夫心疼她，周末一有时间就从深圳

回来帮忙，“这么多的活，你一个女人

哪做得了？”这个笑起来习惯抿嘴的

女人比谁都清楚，丈夫比任何人都盼

望半岭有家。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为陈运娇铺

设了逐梦大道。去年9月从圩镇到

半岭的18公里山路贯通，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半岭一天比一

天热闹了。

半年前，半岭通了网路。在一个

周末，丈夫回家连上WIFI，把微信名

从“半岭无家”改成了“半岭有家”。

陈运娇笑了。

“不论走多远，他们都要回家。”

一如梁上春燕，这个不再年轻的农村

妇女用勤劳的双手和一股子韧劲和

信心，终于变“无家”为“有家”。她最

朴素的愿望就是让丈夫和孩子们的

乡愁，有安放之所。

管好出租车
就得动真格

□ 王庆峰

价钱涨了之后，服务也要提升上

去。5月22日，广州市法制办网站发布

《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这部法规有几个亮点

值得一提，如拟规定巡游出租车增加视

频监控及录音设备，司机拒载一次罚

500元，一年被查三次即吊销许可证等。

巡游出租车增设监控设备，所针对

的是安全性问题。长期以来，出租车行

业的确存在一些安全风险，比如在机场、

客运站等高客流量场所，偶尔会出现一

些“乔装打扮”的“克隆车”，外观上以假

乱真、难以辨识；也有“人车不符”的现

象，有的司机因为一些原因，偶尔将车子

交由他人代开；在一些案例中，司机甚至

对乘客进行语言或肢体骚扰。这些问题

的产生，主要是缺乏载客过程中的安全

控制，理应考虑像约车软件那样，通过一

定的技术手段，使得行车过程变得可记

录、可追溯、可控制。新规所提出的监控

设备，正是遵循这样的思路，音视频功能

之外，还包含驾驶员从业资格信息显示、

电子支付、卫星定位、调度管理、应急报

警、服务评价等功能，这是一个集成式终

端，有点像一个实时联动的互联网系统，

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其次是备受诟病的拒载难题。不久

前，有记者在广州上下班高峰期亲身体

验，结果连续遇到司机拒载，有的不打表

议价，有的打表外收钱。之所以如此，司

机们有不同的“花式”理由：有的嫌近挑

远，有的怕堵图快，有的对老残病弱一概

拒之，还有司机赶去一个固定点交接班，

只选择顺路载客。应该说，这些都不是

出租车拒载的正当理由，行业有行业的

职业准则，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做到

诚实守信、尊重消费者。同时，也要考虑

如何调动司机的积极性。现行的特许经

营模式下，司机受雇于经营公司，每天要

交一定量的份子钱，不允许拒载，他们是

否会躲开市区、避开高峰期，造成另一种

“打车难”？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适当地

改变一下利益分配机制，特别是对一些

特殊情形给予倾斜，考虑现实因素让利

于司机，形成正向的引导作用。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监管力度和

处罚威慑力全面升级，服务质量才会有

大的改变。此次新规，通过违法数量统

计、信用评价机制、服务质量考核等多种

维度，指出公司也需要负起责任，“巡游

出租汽车、驾驶员的违法行为较多的，交

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停办理其部分或

全部车辆更新业务；情节严重的，可以责

令其部分或者全部车辆暂停营业”。应

该说，这是一次制度上的创新和进步，在

“做”上动了真格，在“改”上出了实招，尤

其值得网约车行业的学习。眼下，就因

为平台主体责任不明确，网约车出现了

不少问题。

正如新规里所构设的，我们期待的

出租车行业方向是：“实行规模化、集约

化经营管理，鼓励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

与驾驶员运营风险共担、利益合理分配

的经营模式。”自从网约车横空出世之

后，巡游出租车的确看到了自己的一些

不足，并且有意识地进行改善。这是一

种好的迹象，只有强化优势、直面不足，

才能保持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内蒙古突泉开办内蒙古突泉开办
““农农民夜校民夜校””
2018年以来，内蒙古兴安盟突

泉县创新开办“农民夜校”，因地制

宜，开展政策解读、普法教育、技能

培训等。不仅有专家到村中授课，

还有“乡土人才”在田间地头现场操

作教学。图为在突泉县曙光现代农

业循环经济园区，村民和聚美恒果

采摘园的负责人刘淑辉（左一）交流

种植经验。

新华社发（虞东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