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虽受疫情影响，
但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
司的业绩却节节升高、喜报连
连，公司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设备几乎覆盖韩国市场……而这
一切，都源于企业有个好的掌门
人——徐连星。

徐连星，“80后”，泊头市钓
鱼台村人，中专学的电工。毕业
时从电工做起，一步步走下来，
过五关斩六将，如今成为千万身
家的企业“老总”。不管是为别人
打工，还是自己创业，他都秉承
着一个理念：帮助客户，赢得客
户，留住客户。而最终，徐连
星，成就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

诚信成就9年销冠

毕业时，20岁的徐连星意气
风发，敢想敢干，开门窗厂，承
揽工程，正要扩大规模时，被骗
了几十万元，徐连星一蹶不振了
将近半年。“这样下去，可不
行！”后来学校老师听说了徐连星
的状况，当时一个压瓦机厂正好
招电工，于是介绍他去上班。虽
然一个月工资仅450元，但是徐连
星从此调整状态，慢慢从创业失
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2003年，徐连星和王凤莲结
婚，日子过得就更紧了些。为
了能提高收入，徐连星从电工
转到售后服务，又从售后服务
转到做销售。当时公司给徐连
星分到江南区域做业务。这个
地区是“硬骨头”，要想啃下来
不容易，在前 7个月徐连星是零
业绩。他及时转变思路，不再
销售，而是利用自己的特长，
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当时，那家企业在淮河流域
是规模最大的一家钢结构公司。
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徐连星
发现设备是半自动的，产能需求
很大，但是工人工作很辛苦。徐
连星从如何降低成本、提高人效
角度入手，把问题轻松解决，在
同行中被传为美谈。他也因此收
获了人生的第一个订单，实现了
从 0到 1的突破。从此打开江南区
域市场，销售业绩连续4年保持占
厂区70%以上。

业绩上去了，但随之而来的
是售后质量问题。“今天泵站坏
了，明天电磁阀卡了，后天尺寸
不准了，切刀刀片断了……”每
天清晨起来，售后电话一个接一
个地不断，一系列问题令徐连星
焦头烂额。

2006年，徐连星应聘另一家
公司业务经理，管理销售团队。
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他在新公
司誓师大会上提出一个口号：接
下订单后，不计成本把品质做
好。当时，很多人有质疑，不计
成本不就是亏本嘛。而在后来，
虽然订单利润少了，甚至有时为
了达到客户要求亏本，但是慢慢
地，徐连星却赢得了客户认可。
连续9年的当地销冠成绩，印证了
当时的思路是对的。

经过多年的积累，徐连星从
公司辞职，开始创业，本以为有
了人脉、资源等，羽翼丰满，可
以自由翱翔，但由于研判失误，
那一年，所有积蓄几近赔光。但
徐连星没有放弃，2015年，徐连
星再次转战自己熟悉的领域，相
继成立沧州中拓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和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
公司。

一个机器比同行多5倍工序

走进中拓设备的生产车间，
一个个成型的压瓦机摆在厂房
里，等待被装车发往世界各国。

徐连星说，中拓的所有设备
坚持使用国标，甚至比国标要求
更高的配件，生产工艺也越发精
细。比如轴，别人车床上一次性
制出来，他要求在车床上车两
次，在磨床上再磨一次，另外轴
的两端有键槽，轴上会放双锁母
带止退垫。这样就会装配精度
高，使用时不会晃动，调试版型
时，不会松动，从而保持设备的
稳定性。

而这样下来，一台机器从表
面颜值和构造上看，与同行并无
差别，粗算下来已比别人多了5倍
工序。“每增加一遍工序，就会增
加很高的成本，可是这样生产出
来的设备能长期运转下去，减少
客户麻烦。”徐连星认为这是值得
的，设备能经住时间的考验。

在与徐连星接触过程中，国
外客户越来越信任他，在中国有
很多事都托付给徐连星。有的客
户甚至直接把钱打过来，跟徐连
星说：“我把钱先放你这，我在中
国需要采购什么东西，你帮我去
验收，去采购。”而随着这份信
任，徐连星的销售业绩也逐年翻
倍成长。

如果按照往常，公司发货
后，工程师会飞到目的国，到现
场安装调试。疫情发生以来，很
多地方出行受限。但生意还得
做，货还得发，徐连星想了一个
办法，在出货之前，批量模拟客
户的工作状态，测试设备完全没
问题之后，再发货。等客户接收
到货物，双方通过视频连接远程
调试设备参数等。

澳大利亚定做的一款纵剪线
设备，全线 35 米长，制作完成
后，徐连星做测试，材料进入设
备里，等出来成品时，两吨多的
材料已经消耗殆尽了。据不完全
统计，光模拟测试这一项，2021
年，徐连星就损耗了60多吨材料。

“我不是光说，更要脚踏实地
把一根螺丝、一个辊轮的硬度拿
去做测试，了解强度、硬度、耐
候性，并且模拟经受当地环境，
或者更恶劣的环境，保证设备正
常运行。”中拓生产厂的东侧一排
房屋，是徐连星建的检测中心、

实验中心、研发中心，实验设备
陆续到全，他邀请的科研人才已
经投入到新的工作中，致力于解
决客户的痛点、难点，将设备所
有问题前置。

一套设备几十万“假一赔一”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
急。徐连星在与客户沟通，了解
客户需求后，发现所要的机型已
经落后，为了不让客户踩雷，他
甚至建议客户不要采购；如果客
户产品所需量小，可能建议向当
地其他合作单位买一些成品，节
约客户成本。

市场形态变化日新月异，即
便很多问题设想再周全，还是有
些设备出现水土不服等各种问
题。面对问题，徐连星选择直接
面对，勇于承担损失，最终留住
了客户。

澳大利亚客户定做了一台设
备。顺利收到货后，测试时却出
现了问题，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
没有达到预期。徐连星马上调阅
图纸，查找出原因，原来国内测
试材料普遍是没有钢性，而澳大
利亚用的材质刚性很强。这时国
内工程师办签证很难，无法飞过
去调试。徐连星当即决定：升级
改造，再赔客户一台新设备。一
台设备二三十万元，徐连星不计
损失，兑现承诺。这样的答复令
客户震撼，也由此对徐连星刮目
相看。而如今，徐连星与客户保
持着友好关系，客户已经第五次
在徐连星这里下订单。

最初，徐连星想要取的公司
名是“中信”，他说：“做人，做
企业要有信誉。”可种种原因，无
法注册，公司名字才最终定为

“中拓”，徐连星带领团队披荆斩
棘，拓展国际市场，做全球冷弯
成型设备一站式服务，而初衷未
曾改变。

韩国第一笔订单交付时，徐
连星信心满满，可结果还是因材
料的差异性，设备生产并不完
美。徐连星带着工程师飞往韩
国，与当地工程师沟通，积极调
试解决问题，对方看出了徐连星
的认真与诚意，第二台、第三台
……相继交给徐连星尝试生产，
结果性价比令他们满意。

之后，与韩国工程师联手开
发设计很多机型，在当地都成为
爆款。小有名气后，订单纷至沓
来，中拓的设备几乎覆盖同行业
厂家，很多同行不再生产设备，
成为中拓经销商，产品销往欧
洲、美国等。

在中拓公司厂房上方，“高新
技术企业”字眼及韩国合作公司
的标志等赫然醒目，这是徐连星
的最新战绩。对于未来，徐连星
说，坚持品质的路线不会变，把
基础打好，才能跑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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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姜玉兰百岁老人姜玉兰

四世同堂乐享晚年四世同堂乐享晚年
杨静然 陈四雄

面色红润有光泽，不戴眼镜能读书
看报，除了耳朵有些背，身体没有任何
疾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不会相
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已经 104岁了。老人
叫姜玉兰，家住沧县兴济镇建国街。

走进屋，房间干净、整洁，一位满
头银发、身穿红色上衣的老人正坐在床
上悠闲地看着报纸，一字一句看得十分
认真，而且没戴眼镜。

见记者进来，老人轻轻拍了拍床
铺，示意让大家坐下，那安详的神态、
慈祥的面容让人内心宁静、心生欢喜。

老人的儿子刘岗也已年逾古稀，他
说：“近一年来，俺娘耳朵有些背了，
除此之外，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平日
里，老人最喜欢做的便是读书看报，看
到感兴趣的段落，要读出声来，有时还
能背上一段《三字经》。

刻在脑海里的文字记忆源于姜玉兰
的读书时光。她小时候，读过私塾。新
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扫盲班，不仅学
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还养成了读书看报
的习惯。刘岗说，母亲每天上午都会看
会儿书、读读报纸。前些年，老人还迷
上了四大名著，每天手不离书，看得起
劲了，就出声朗读起来。

姜玉兰家四世同堂，儿女子孙大都
在她的身边成长，空闲时，她就将自己
学过的古诗词、《三字经》背给孩子们
听，一遍又一遍，熏陶了孩子们，也让
自己对传统文化印象深刻。

年轻时，姜玉兰在兴济镇服务社工
作，学得了一身好手艺——裁剪、缝
纫、做衣服。家里屋内一角，摆放着一
台老式缝纫机，家里老少穿的贴身衣
裤、T恤衫，曾经都出自老人之手。

“以前，抿线、对眼，不到 5秒钟，
线头就穿过了针眼，动作干净利落。你
想帮忙都帮不上。”刘岗说，母亲做衣
服从不需要别人帮忙，从裁剪到缝纫成
衣一气呵成。

2002年，姜玉兰的孙子结婚，她亲
手为孙子媳妇缝制了一件旗袍。2019
年，姜玉兰过百岁生日，她又为自己缝
制了一件红色唐装，连衣服上精巧的盘
扣都是自己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精湛的
手艺令全家人惊叹。

在刘岗看来，母亲长寿不无缘由
——年轻时，勤俭持家，邻里和睦；年
老后，生活规律，心态积极乐观。

“俺娘每天早上6点来钟起床，吃饭
从不挑食。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心
态好，知足常乐。”他说，印象中，母
亲很少因为什么事着急，说起话来平和
缓慢，婆媳关系、邻里关系都十分融
洽。

姜玉兰有一儿一女，年轻时，她一
边外出工作，一边照顾全家老小。终日
忙碌，可她从未抱怨过。这份乐观豁达
也感染了儿女子孙，刘岗是家中的独
子，头些年，要外出工作，还要照顾全
家，可他一直都是笑呵呵的，下了班回
家先到母亲身边问候。如今退休，更是
守在母亲身边，日夜不离。

每逢节假日，奔忙在外的儿女子孙
都会不约而同地赶回家中，围绕在姜玉
兰的身边。“奶奶，我买了您最爱吃的
肉。”“老太太，这些都是应季的新鲜水
果。”儿孙欢聚一堂，热闹不已。

重孙子今年上高三，只要放假就
一早跑到老太太家，给老人端屎端
尿，帮着打扫卫生。还用自己攒的零
花钱，给老人买了一辆轮椅；孙子媳
妇，隔三差五就过来看看老人，来家
里抢着干活儿；儿媳每天精心准备老
人喜欢的饭菜……对于姜玉兰来说，
幸福不是大富大贵，而是子贤孙孝，
全家和睦，这也是她长寿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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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连星徐连星
诚信成就别人也成就自己诚信成就别人也成就自己

刘荣忠刘荣忠
书香飘逸润家风书香飘逸润家风
本报记者 张梓欣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刘老师特别爱看书，孩
子们受他的影响也都当了老
师。”在黄骅市羊二庄镇大马
庄村，提起刘荣忠一家，村民
们都交口称赞。

今年 67岁的刘荣忠，曾
任教多年。一家人都酷爱读
书，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家
庭”。

书香家庭濡染心灵

在刘荣忠眼中，每一朵花
都是诗意的，每一段文字都有
故事。刘荣忠说，喜欢读书，
与家庭有关。

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喜
欢读书，业余时间都被书占
据，四大名著等古籍更是他的
最爱，读了一遍又一遍。“读
《三国演义》，让人老成练达，
体味世间沧桑；读 《西游
记》，让人信仰执着，百折不
回；读《水浒传》，体验世间
百态，市井炎凉；读 《红楼
梦》，让人懂得什么叫作情
义，以及人生的要义……”刘
荣忠说，每当沉浸在书中的情
节，心变得澄澈了，所有烦恼
也都随风而逝了。

高中毕业后，刘荣忠成为
大马庄小学的一名教师，这也
是他儿时的梦想。站在讲台
上，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一
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成为老师后，刘荣忠始终
秉承“德智并重”的教学思
路，不仅严抓孩子的学习成
绩，而且十分注重他们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
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事先做人，
人做不好，事一定做不对。教
学上，他崇尚因材施教，着力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让
学生们养成主动“攻坚克难”
的良好习惯。

“我带的是复合班级，班
上分为两个年级，所以我要拿
出双倍的时间来备课。”当
时，刘荣忠所学的知识和后来
学生的课本知识有所不同，于
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守在
收音机旁边，听专业的老师讲
授教学技巧，然后将所学知识
融入到教学中。

后来，刘荣忠离开了热爱
的教师岗位，到塘沽的一家盐
场工作。虽然工作十分忙碌，
但他依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只要有时间，就会读上几页充
实自己。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刘荣忠结婚后，女儿、儿
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充满了欢
声笑语。妻子陈秀安是一位朴
实的农民，在丈夫的耳濡目染
下，也喜欢上了读书。

那些年，刘荣忠在外工

作，她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了家
里的大事小情。然而不管多
忙，陈秀安都会抽出时间陪孩
子读书。

刘荣忠每次探亲回家，也
都会给孩子们带回书籍当作礼
物，从《民间传说》《十万个
为什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子夜》等中外名著。即
使生活拮据，夫妻俩也从没在
孩子的书籍上削减过开支。

记得在女儿四五岁时的一
天晚上，夫妻二人习惯性地抱
着自己的书读，孩子坐在中
间，贪恋着手里的玩具。玩着
玩着，手里的玩具就放下了，
也拿起一本书，学着爸妈的样
子开始看书。一时间，时间仿
佛静止了。刘荣忠知道，言传
身教起作用了。

一次，为了给孩子们买一
套 100多元的书，当时每月工
资才几十元的刘荣忠顿顿馒头
咸菜，攒了近半年才终于如
愿。

“一家人常常围坐在一起
谈论学习、交流读书心得。孩
子们的玩伴也越来越喜欢来我
家看书。”刘荣忠说。

女儿刘晨说，最难忘的是
上学时，有一次学习了毛主席
的词《沁园春·雪》，当时父亲
休假在家，当她向父母背起这
首词时，父亲竟然和她一起背
了起来，甚至还背了更多的毛
主席诗词，让她心生崇拜。刘
晨真正体会到，父亲是多么喜
欢读书。从此立志也要成为一
名教师。

一家三代好读书

在刘荣忠的影响下，两
个孩子都成了教师，也继承
了父亲爱读书的习惯。儿子
目前在黄骅中学工作，经常
参加各级各类公开课的活
动，曾赴石家庄参加省级会
课比赛。女儿是一名小学老
师，多次参加市里的演讲、
读书活动。

好习惯润物细无声，读
书，不仅影响一代人。如今，
刘荣忠的外孙在他身边成长，
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已
经读完了多部名著。在小学
时，外孙在全市小学生征文比
赛中就曾获得过一等奖，学习
之余，他也总爱写写诗、读读
书。年纪更小的小孙女古诗、
儿歌张口就来。

在这个充满书香气息的
家庭中，读书写字成为这个
家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既
融洽了感情，又增添了乐
趣。“阅读启迪智慧，培养阅
读习惯，从书中寻找欢乐，
读书成了家人之间沟通的纽
带，为家庭添了许多幸福的
味道。”刘荣忠说。

本报记者 寇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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