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国欣农研会审时度
势，积极响应西部大开发的号
召，到新疆石河子开发土地，兴
办农场。

在国欣农研会董事长卢国欣
看来，新疆棉天然就该“傲娇”。
因为，新疆棉“家境优渥”，常年
享受“日光浴”，太阳想咋晒就咋
晒，一年能晒 2500 至 3500 个小
时 ， 天 然 水 想 咋 “ 喝 ” 就 咋

“喝”，新疆的气候也让害虫望而
生畏，辽阔的地域更适合开展机
械化作业……这使得新疆棉的生
长时间长，纤维柔长，洁白光
泽，弹性良好，各项质量指标均
超国家标准。

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一批
国欣人打井拉电、平整土地、改
土治碱、栽种防护林，建成近
5000亩高标准农场。此后，又建
立育种站引进各种种质资源，
2011年就创造了全农场平均亩产
455公斤的高产纪录。

2010年，国欣农研会选调内
地农场长前往新疆进行棉花种
植，并投资 2亿多元成立新疆国
欣种业有限公司，同时建成轮台
第一家可加工机采棉的现代化大
型良棉加工厂。

“在内地亩产 300 公斤的品

种，在新疆可以轻松超过亩产400
公斤。国欣在新疆推广的棉花品
种也在不断丰富、升级，我们不
断加大与中国农大、河北农大、
中国农科院、新疆农科院等科研
单位和育种专家的合作深度与力
度，正在研发新的高产、优质、
抗病、宜机采的棉花品种，力争
打破‘高产不优质’的一般规

律。”国欣农研会会长、中国棉花
协会副会长卢怀玉说。

“新疆国欣种业每卖出一袋种
子，就有 1元钱用来捐助新疆贫
困地区的孩子，帮助他们实现上
学梦，每年仅这一项投入就超过
10万元。”卢怀玉说，“我们相信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我们也
将永不停止前进的脚步。”

冀棉援疆送温暖

“不光是播种，收获的时候，更
壮观！一台台采棉机从棉田开过，

‘吞进肚’的棉花直接被‘打包’成
一个个大棉捆放在棉田中，一个棉
捆就重约 2吨。”新疆国欣种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卢春恒眼中放着光，
这个场景任谁见到都能“引发极度
舒适”。

这只是河间国欣农村技术服
务总会 （以下简称国欣农研会）
植棉科技体现的醉人景象之一。

“前些年，每年还没过年，棉
种就‘没得卖了’，都被抢光了，
从 2019年开始，国欣的农场繁种
扩大了规模，这种情况才稍稍缓
解。”卢春恒表示，为了保证棉种
品质，国欣坚持农场自繁，似乎
是放慢了发展的脚步，但其实，
大规模的自动化、机械化种植设
备及技术的运用，却实实在在加
速了植棉产业的发展。

不光播种的时候应用了自动
驾驶，“国欣棉”在新疆的成长，
处处体现了科技的力量。

自动驾驶和精量播种不仅提
高了播种效率、减少了浪费，也
为后期的打理和机采作业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相较于其他作物，棉花种植
的技术性更强。”卢春恒说，新疆
的气候条件决定了种植密度可以
达到内地的 3倍，但同时，这也
对科学播种提出更高要求，一亩
多少株、行距多少，都要经过科
学测算，通过程序输入，最终控
制机器精准完成。

不仅如此，广阔的农田也为
无人机作业提供了最佳场地，农
药的喷洒等工作，只需要棉农拿
着一部手机就可站在地头操作完

成。
卢春恒说，如今的收获季，

一台采棉机每天可以完成 500亩
的工作量，成本大大降低。采棉
季，新疆当地员工每天工作 8小
时，每个月就可以拿到四五千元
的工资。

7.5万亩农场只有 50名员工，
播种实现自动驾驶，喷洒农药用
无人机，采棉有大型采棉机，如
今新疆国欣公司的农场，甚至一
人就可以负责数千亩棉田。

一台采棉机每天作业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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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翻 如 今 上 网 “ 卖
惨”卖得最厉害的一批人
的朋友圈，你会发现，前
些年在所谓风口上赚得最
狂最嗨的，也是他们。

反 思 一 下 可 以 发 现 ，
一个人最大的能力，其实
不只是他经济独立、事业
有成，而是他具有比别人
更高的认知层次。

如果一个人把平台和
风口的助力当成自己的能
力，看不懂经济现象背后
的本质规律，那些凭运气
赚 的 钱 ， 难 免 会 再 亏 回
去。

过去的两百年是知识
的时代、科技的时代，未
来的一百年则是智慧的时
代、体验的时代、服务的
时代。

在许多生产生活场景
中，“聪慧”大数据正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大
数据“魔镜”系统通过精
准 刻 画 ， 会 “ 比 你 更 懂
你”。

尤其数据的流通和共
享成为决定数字经济发展
的关键因素。经过流通与
共享的数据，其价值和对
社会的贡献度会放大无数
倍。

疫 情 期 间 的 大 数 据 、
健康码已经充分展示了数
据流通与共享的重要性。
显然数据的流通与共享可
以更加优化资源配置、节
约社会成本、提高数据资
源利用率、创造更多的财
富。

这意味着，今后企业
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性、
实时性、有效性，更多来
自于把正确的数据、在正
确 的 时 间 ， 以 正 确 的 方
式，传递给正确的人和机
器，就是所谓“数据流动
的自动化”。

从 数 据 流 动 的 视 角
看，数字化解决了“有数
据”的问题，网络化解决
了“能流动”的问题，智
能化解决了“自动流动”
的问题。

在沧州，通过大数据
增 信 ，“ 流 水 贷 ”“ 税 收
贷”“特产贷”等已成为
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有力
支持。

大数据时代，如何加
快释放数据潜能，让企业
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更
好地契合企业的智能化发
展，将企业所积累的海量
数据资产化运营起来，通
过大数据洞察客户的个性
化 需 求 ， 正 成 为 当 务 之
急。

企业文化是创新人才产生的源代码

3 月 31 日，在运河区工业园
内，泰格运控（沧州）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的一台台高功率密度伺服电
机正在走下生产线，准备运往国内
各大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

作为一家伺服电机生产企业，
从创建到成为业内翘楚，他们只花
了7年时间。

谈及他们成功的秘诀，泰格运
控副总经理陆健说“我们的团队有
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来燃
烧生命的”，“作为企业文化之一，
这种精神正激励着员工不断成长”。

陆健表示，泰格运控职工平均
年龄不超过35岁，使命感将大家召
集在一起。公司在创建之初，就立
志研发高功率密度伺服电机打破国
外企业的垄断。

“刚进公司时，要将一款电机
从直径 140 毫米缩短到 114 毫米。
当时，公司并没有给出时间表，但
各工艺工程师都自愿加班，甚至 50
岁的财务副总也陪伴着大家。他
说，‘年龄不论高低，要想成就梦
想就要燃烧生命’。”陆健回忆说。

国外同行花费 10 年研发的产
品，他们不到 3年就定型完成了。
新型电机推向市场，“燃烧生命”也
深深地定格在这个团队心中。

现在，不到30岁的陆健离开了
研发岗位，成长为沧州分公司副总
经理。他表示，企业文化是创新人
才产生的源代码，当企业文化实现
与个人感性的“高度适配”，开启

“人才能力资源”的钥匙便已握在手
中。

2021年4月6日 星期二
农历辛丑年二月廿五 P5责任编辑 吕 坤

电话 3155703 电邮myjjtk@126.com
深读聚焦
SHENDU JUJIAO

北斗导航精量播种

4月 1日 13时 30分，新疆国
欣公司库车农场，两台棉花播种
机正在广袤的土地上进行播种作
业。

奇怪的是，驾驶员双手环
抱，不光不摸方向盘，就连眼睛
也不用看前方，只见他气定神闲
地坐在驾驶室，还能扭头向播种
机后面不停张望。

这 可 不 是 驾 驶 员 “ 不 靠
谱”，而是这台看起来很普通的
播种机，却有着“自动驾驶”
技能。搭载了卫星导航的播种

机 ， 利 用 卫 星 定 位 、 机 械 控
制、惯性导航行进，在机器将
棉种播进土壤的同时，就铺设
好了滴水滴肥用的滴灌带，连
同 两 层 地 膜 一 同 盖 在 土 壤 表
面，起到保温作用，让棉花种
子 得 以 安 安 稳 稳 在 土 壤 里 发
芽。司机不停回头张望的，就
是机器后方的作业情况。

不仅如此，1000多米的作业
距离，这台设备的误差可以控制
在两厘米之内，这是之前人工驾
驶很难做到的。

播种机身后，3 名工人步行
“监工”，只需要在机器播种出现
一点偏差的时候手工纠正，但其
实，这种“工作机会”也是越来
越少了。

“精准得很嘞！”尽管这样的
场景已经见怪不怪，但每当新疆
国欣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春
建站在棉田间，还是忍不住内心
激动。每年的这个时候，新疆就
拉开了棉花春播的序幕，而在国
欣7.5万亩的农场上，靠着精量播
种，效率大大提升。

企业文化与创新人才企业文化与创新人才

需需““高高度适配度适配””
本报记者 吴 梦

【阅读提示】

人才是种子，创新是果实，催生二

者化学反应的“关键介质”是如土壤一

般的企业文化。也正因此，如何打造适

合创新人才“发芽生长”的企业文化

沃土，便成为企业关注的重要课题

创新能力与意愿高度融合

同在运河区工业园内，朗锐
包装技术 （沧州） 有限公司更加

“年轻”，员工平均年龄 32岁，但
朗锐已成长为国内知名的包装系
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说起企业高速发展的动力，
公司总经理刘瑞松当仁不让：“我
们将人才发展作为公司核心竞争
力来打造。”

刘瑞松表示，企业的第一财富
就是员工，因为企业的利润首先是
由员工创造的。因此公司在核心竞
争力打造中，总是从公司维度，分
解到部门维度，再细化到职工个人
维度。

创新的核心意义在于突破现
有的状况，并创造新的事物及方
法。因此，对于每一位从事创新
工作的人才而言，创新意味着突
破自己思维和行动的“舒适区”，
在新维度和新路径之中持续探

索，并求索得到 （至少对于自己
或团队来说） 前所未有的突破。

“目前，郎锐正从包装机械
制造向项目设计服务转型，对
人才的渴求更加迫切，为此我
们更加注重自身人才的培养和
传统思维的打破。”刘瑞松说，

“ 从 基 层 员 工 开 始 培 养 创 新 意
识，首先要树立大家共同的价
值导向，再通过不同岗位的学
习、提高、挑战等环节，提高
员工的创新能力，进而实现能
力与意愿的高度结合”。

张亚娟刚过 30 岁，她作为食
品加工的专业人士，现在已成长
为朗锐的销售总监。刚刚和一家
泰国客户开完视频会议的张亚
娟，谈及公司对创新人才的培养
深有体会：“当把人才置于以创新
为绩效的岗位时，人才的创新能
力便很容易被激发。”

“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

刘瑞松提醒，企业在打造创
新土壤时要注意个人主义与集体
主义之间的差异和平衡。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普遍
存在于企业文化之中，它揭示着
企业文化的主流趋势究竟是标榜

“个人的成就”还是崇尚“集体的
成就”，究竟是鼓励对“一致性”
的保护还是激励“差异化”的生
成。

对于创新型文化而言，趋向
于“个人成就”的文化或许更有
利于创造性能力的发掘，也更适
合于激发创新型人才的“意愿”。

而在趋向于集体主义的企业
文化之中，这些人轻则被看作

“不合群”，重则被视为“不通情
理”，并因而会受到团队的孤立甚
至排斥。而当他们终日承受这些
来自组织文化的重压之时，他们
的“意愿”便会被迅速地削弱，

甚至会陷入对组织的“绝望”。
“现在企业处于转型之中，设

计环节对人才个性化或‘个人主
义’需求突出，那就突出大家的
差异性，但在生产环节，工业流
水线不允许个人缺位出现，那里
集体主义高于一切。”刘瑞松深有
体会。

陆健在日常管理中也非常注
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
的差异和平衡。

“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平衡很难
把控，在公司文化的引导之下，
我们肯定‘个人主义’，如果发现
一名员工‘个人主义’突出，我
们会将他放到一个相对平淡的班
组之中，靠他带动整个班组活跃
起来，往往效果明显，生产效率
或研发进度都会明显提高，因
为，只有活跃的文化氛围才能激
发团队的活力。”陆健说。

轻松植棉轻松植棉轻松植棉
“““国欣棉国欣棉国欣棉”””这样长成这样长成这样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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