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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

做鞋34年，他成了“埃塞工业之父”
1984 年，从江西农村远赴浙江沿

海鞋厂做学徒的张华荣一定不曾想到，
30多年后的某天，他会站在广袤的非洲
大地上，接受埃塞俄比亚政府授予他的

“埃塞工业之父”荣誉称号。
34年浮浮沉沉的奋斗史，张华荣用

一句话轻轻带过：“我始终很单纯地做
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做鞋。”

让同行羡慕不已的是，张华荣迈出
的每一步，仿佛都精准地踏在了时代的
鼓点上：上世纪90年代，受邓小平南巡
讲话精神鼓舞，他南下东莞创业，在夹
缝中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女鞋制造企业
之一；2008 年，创立了“世界鞋业总部
基地”，在行业内率先开始转型升级；近
年来他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
倡议投资非洲，成为“一带一路”最早一
批的开拓者和收获者。

从“出门学艺”到“南下创业”

1958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农村的张
华荣，对“贫穷”有着深刻记忆。靠喝米
汤长大的他，初中没读几天就因家贫辍
学，20岁当兵，复员后做起了工匠和贸
易商。“我什么都干。那时没想过要发
财，只要不在农村，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带着“往上走”的朴素愿望，1984
年，张华荣背起行囊前往浙江一家鞋厂
学艺。短短几个月，聪明好学的他便弄
懂了其中的窍门。同年底，他和家人凑
了 4000 元钱，买了 3 台缝纫机，请来 8
位工人，办起了鞋厂，取名“南昌县麻丘
厚溪青春鞋帽厂”。

当时的江西只有国营和集体鞋厂，
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个体鞋厂，成为
江西第一批民营鞋厂中的佼佼者，迅速
成长。

邓小平南巡讲话点燃了张华荣心
中南下创业的火苗。1996 年，历经 12
年打拼，已完成初步积累的张华荣，带
领 80 名江西老乡南下东莞二次创业，
成立了东莞华坚鞋业有限公司，将女鞋
OEM（俗称代工）制造作为主业。

那时，代工这种生产贸易形式正在
“世界工厂”东莞如火如荼地发展，港
资、台资乃至内地企业蜂拥而至，希望
在OEM制鞋中分一杯羹。几年前曾有
数据显示，全球每 10 双鞋中就有一双
产自东莞。

蛋糕虽大，竞争的残酷也不言而
喻。为了打开局面，在行业竞争的夹缝
中求得一席之地，张华荣把全部心思用
在了如何做好女鞋上，不懈地抓品质、
提升管理、优化服务。华坚的规模越来
越大，到2006年，10年间解决了16000
多人就业。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张华荣和
众多鞋企老总一样，感到了寒风凛冽。

张华荣凭借自己在行业内积累的
影响力和号召力，发起并成功主办了6
届“世界鞋业发展论坛”，聚集业内智慧
探讨转型升级之策。同时，他在有“世
界鞋业之都”称号的东莞厚街镇投资兴

建了“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希望打造一
个涵盖技术研发、品牌塑造、物流仓储、
贸易等产业服务功能的鞋业新平台，探
索“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之路。

“险棋”成“胜招”

转型在风驰电掣般地进行，但张华
荣明白，他经营多年的代工制鞋主业已
走到了十字路口——成本攀升，招工
难，国际订单价格不升反降。他心中酝
酿着走出海外、着手产业全球布局的
可能。

2011年8月份，时任埃塞俄比亚总
理的梅莱斯来到深圳参加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开幕式。在经济学家林毅夫的
建议下，他前往东莞考察了华坚集团，
并邀请张华荣前去投资。次月，张华荣
便飞往埃塞俄比亚做了为期一周的
考察。

“我记得第一次踏上非洲大地的场
景，看到大量的女性和儿童，他们的基
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张华荣回忆。
初步考察结束后，张华荣认为这里“不
具备投资条件”。但当他向梅莱斯表达
对货运时间等问题的担忧时，梅莱斯当
即表示：“我们尽国家的力量帮你！”

张华荣决定走出这步“险棋”。“我
们就是投石问路。不成功，损失也可以
接受；成功，就意味着开辟了一条新
路。”毕竟，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块成
本洼地”的埃塞俄比亚，当时一线生产
员工的月薪仅为国内的1/10，又盛产优
质牛羊皮革；同时，这个失业率近 50%
的非洲第二人口大国，极其期待并支持
华坚入驻，为埃塞俄比亚提供大量就业
岗位。

2011 年 11 月份，张华荣确定投资
建设华坚（埃塞俄比亚）国际鞋城，作为
华坚非洲女鞋代工制造基地。次年 1
月 5 日，第一双 GUESS 品牌女鞋顺利
下线。鞋城从开工建设到投产短短 3
个月，让当地皮革产品出口增长 57%，
创造了埃塞俄比亚的“华坚速度”。

张华荣也没少交“学费”。首先让华
坚水土不服的就是他一开始担心的物流
效率。交通不便、通关效率低下，使得在
国内控制在2%的物流成本一下子提高
到了8%。这对于参与全球生产链条的
企业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时尚变化如此
之快，鞋企讲究的lead time（从接单到
交货时间），在国内是60天，在埃塞俄比
亚仅进口所需原材料就要30天。

另一个“不适”是，虽然这里劳动力
成本低廉，但由于员工们未经工业文明
洗礼，组织性、纪律性和责任心都与国
内无法相比，很多工人领完薪水第二天
就没了人影，钱花完了才回来上班。直
到有人因累计迟到5次被开除，上班迟
到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张华荣意识到，管理和培训是非洲
工厂成败的关键。军人出身的他，把军
训和集体操带入工厂，以严格高效的管
理提升当地员工的执行力。为此，员工

培训都是他亲自抓。建厂之初，张华荣
专门选拔了两批 200 多名埃塞籍员工
赴东莞接受企业文化和专业技术、管理
技巧培训。如今，华坚埃塞工厂里拥有
员工6000余人，中方员工仅160余人，
但已然和国内工厂一样，呈现出一派井
然有序的景象。

严格归严格，张华荣更懂得温情的
力量。他知道，这份工作对埃塞员工至
关重要，一份工作可以解决一家人的温
饱。很多员工进厂时营养不良，张华荣
就免费为他们解决一日三餐；不少员工
住在附近的山坡上，洗澡成问题，他便
让公司挖深水井接通水管，修建多个洗
澡房，让员工随时能洗上热水澡。很
快，当地年轻人都以能加入华坚为荣。
每当华坚贴出招聘启事，门口总会排出
长长的应聘队伍。

对于当初迈向非洲这一步，张华荣
如今回想起来称这是华坚的“幸运”。
埃塞华坚鞋城短短几年便交出了亮丽
的答卷：年出口女鞋 240 万双，占埃塞
俄比亚鞋业出口份额的50%以上；同时
带动了国内大批原材料出口，被誉为

“中国产能出海的最成功案例”，更成为
中埃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

“一带一路”再启新旅程

2015年4月份，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张华荣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二个重大
投资项目——“华坚（埃塞俄比亚）国际
轻工业城”正式开工建设，埃塞俄比亚
总理海尔马利亚姆到场剪彩。

这个位于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的新项目，以轻工业制造为主，集出口
加工、商贸、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计划总
投资10亿美元，2020年建成后，预计每
年可为该国创汇20亿美元，提供3万至

5万个就业机会。
年近 60 的张华荣，比过去更加频

繁地往返于中国和非洲大陆之间。仅
2016 年前 9 个月，他就去了 11 次非
洲。张华荣坦言：“工作很辛苦。”但是，
他不能不拼尽全力，因为该项目作为

“一带一路”中国—非洲国际产能合作
的新平台，不仅承担埃塞华坚鞋厂自身
扩大生产的任务，也将承接国内纺织服
装、鞋帽、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争取将国内面向欧美出口但综合成本
高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非洲。

去年 9 月 1 日，埃塞俄比亚政府授
予张华荣“埃塞工业之父”的荣誉称号，
以此感谢他对该国工业发展的贡献。

现在的华坚国际轻工业城，每天收
工后，女工们成群结队回家，她们脸上
的笑容让张华荣想起了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东莞工厂的女工：眼神里都是对幸
福生活的渴望。“我们已聘用当地员工
7000余人，其中残疾人员工28人，累计
出口1亿美元，成为埃塞最大的鞋类出
口企业。”张华荣自豪地说。

在别人退休的年龄，张华荣的又一
次创业才刚刚开始，他的激情一如当初
创办“青春鞋帽厂”时一样。数月前，张
华荣与卢旺达投资发展理事会CEO克
莱尔女士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投资10
亿美元在卢旺达建立工厂。未来，他还
计划在孟加拉、尼日利亚等多个“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将埃塞俄比亚的
成功案例带到更多国家，进而实现华坚
在全球最不发达地区解决10万人就业
的目标。

“中国在去产能，这些富裕的产能，
很多都是优质产能，正是非洲国家急需
的，可以在非洲大显身手。华坚作为先
行企业，将为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开
拓国际市场提供服务平台。”张华荣说。

日前，中国质量协会联合
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了首批

“中国质量工匠”，中国航天科
工三院33所巩鹏名列其中。

这位从 1988 年开始与板
锉、钻头等加工器具“厮守”的
普通钳工，如今已经是享誉行
业内外的“大国工匠”。在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巩鹏用默默
的坚守和非凡的成绩，书写了
一段从学徒到钳工拔尖人才、
再到质量工匠精神传承者的传
奇人生，成为中国航天技能人
才的代表，也为千千万万追求
极致质量、锤炼卓越技能的人
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精准度

巩鹏的单位是我国惯性技
术的龙头企业，该企业各类产
品成功应用于各类武器装备、
空间飞行器等。巩鹏所在的钳
工组承担了包括神舟系列、嫦
娥系列在内的多型航天产品，
以及国防武器装备用关键零部
件的组夹、研磨、滚齿、数控钻
等精密加工、装配工作。

导弹技术太高新、太尖端，
很多零部件的加工无法通过自
动化机床来生产，必须手工打
造、研磨、精制，这些零部件的
加工精度直接决定着国防武器
装备的精准度。质量是考验工
人的技术、经验以及大脑支配
双手操作能力的综合体现。

有些小零件的研磨平面精度要求达到机器都无法
完成的12级。12级是什么概念？就是一面镜子！

以前对这样的研磨零件都是委托给外协厂家加
工，但成品率低、质量不稳定，成为制约生产的瓶颈，这
可急坏了一向不服输的巩鹏。

为了尽快摆脱这一困境，巩鹏尝试着摸索研磨方
法、改进研磨环境及设备，经过无数次尝试，成功发明
了一个研磨“秘方”，再辅以特殊的研磨工具和手法，被
大家称作“巩氏研磨法”，终于达到技术指标要求，而且
合格率由外协厂家的50%提高到近100%。由于攻克
了平面精密研磨技术难关，确保了产品质量，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满足了多个型号急迫的批量生产需求。

在同事们的眼中，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巩鹏身上毫
不稀奇。因为，这种故事在巩鹏的职业生涯中一再上
演。为攻克某重点型号产品中的D形孔加工工艺，巩鹏
潜心研究，改进钳工研磨方法，将成品合格率由原来的
50％提高到99％；某产品罩盖设计结构复杂，一件产品
往往需要数天才能加工完成，而且尺寸的一致性和产品
质量都难以保证。经过3个多月日夜奋战，巩鹏熬红双
眼，发现了新的加工方法，省去6道加工工序，降低了劳
动强度，提高工效近50倍，提高了产品质量。

“通过努力，将产品的精度从百分之几毫米提高到
千分之几毫米，乃至万分之几毫米，不断提高，就像看
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很有成就感。”巩鹏说。

高可靠

依靠独特的平面精密研磨技术，巩鹏所在单位完
成了多个型号加速度计的研制和批产，技术指标在国
内外惯导产品占据领先地位。因其性能稳定、质量可
靠，先后11次助力神舟系列飞船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也为圆满完成飞船与天宫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嫦
娥三号精准落月、探月三期再入返回等飞行试验任务
立下功劳。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由于部分航天产品能
够翱翔天空，因而在石油钻探领域也能广为应用。巩
鹏带领团队利用其常年在军工领域积累的精密加工经
验，通过精巧的手工研磨技术，反复优化工艺，试制并
改进样件，历经近1年时间完成了泥浆脉冲发生器的
定型，完全替代进口产品，为用户节约了成本。

不仅如此，地质灾害监测设备领域也对巩鹏团队
敞开了大门。巩鹏带领一批有丰富精密件加工经验的
技工团队承担起了生产攻关任务，并很快完成了相关
测斜仪的试制和定型，并最终通过现场试验和验证。
目前，该系统已成功为北京、甘肃、云南、山西、陕西、浙
江等多个省市的国土地质部门及水利部门提供实时灾
害监测，有效预防了相关地质灾害。

“工匠精神与技能的区别在于，技能是可以学会
的，但工匠精神是需要长时间领悟的。加工和装配就
像给产品注入灵魂，它会拥有更加卓越的质量表现。”
这是巩鹏用多年的实践为质量工匠作出的诠释。

秉初心

在巩鹏的记忆里，30 年前那个灯光昏暗的车间
里，授业恩师秦师傅一边吃着止疼片一边传授加工技
艺的场景永远难忘，老一辈航天人言语不多，却在自己
心中留下了永不熄灭的火种。

“一个人在成长的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经
历一段时间的磨练。不磨练，没有真正的本领，凭什么在
社会上立足？”年轻时的巩鹏就已经有这样坚定的信念。

2012年，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之
一的巩鹏技能大师工作室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揭牌成立。以巩鹏为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室本着以服
务科研生产为原则，在关键技术攻关领域不断提升水
平，成立短短几年，已先后完成工艺攻关优化及技术革
新项目38项，编制技术规范及标准41项，开展交流培
训40余项，培训学员1000余人次。

经过多年生产实践历练，巩鹏掌握了现代航天军
工产业技术工人所必备的娴熟生产加工技能、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现场工艺知识，更在不断努力和不
断超越中练就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气质。

“身是七尺男儿汉，志在鹰击九重天。多钻一点，
多想一些，让手头产品的质量更好一些，是我们应尽的
职责。”这是普通钳工，也是“中国质量工匠”巩鹏传递
给身边人最朴实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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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襄城县秦寺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德民：

为百姓捧出赤诚心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古国凡 张译方

驻村第一书记王德民挂职期满要
回县城了，这条没有公开的消息像长了
翅膀迅速传遍河南襄城县秦寺村的每
个角落。百姓们说：“有王德民这样的
第一书记是俺们的福分！”

全村老百姓都想在王书记临走时
再说上几句心里话，热热闹闹、排排场
场地送上一程，可王德民为了不打扰村
民，2月14日深夜悄悄离开了他朝夕相
处的村庄。离任的当天下午，王德民在
秦寺村转了一圈又一圈，走走亲手整修
的村道，瞅瞅安上的路灯、自来水管，摸
摸栽上的果树，感受那份亲切。田野里
的麦苗嫩绿茁壮，随风起伏，似乎在向
他依依不舍地致意，王德民不由自主地
又走到贫困户家里，看看还有啥困难需
要帮助。80多岁的李秋玲拉着王德民
的手颤声说：“王书记，你啥时候再来看
俺呀！”“李大娘，你放心，我会常来，有
困难记着给我打电话！”王德民指着墙
上贴的手机号说。

夜深了，王德民亲手绘制的文化长
廊宣传画在路灯下格外耀眼夺目。临
行前，他把当天赶制的秦寺村 18 户贫
困户联络图交到接替他的李颖楠手
里。“王书记请放心，我会像你一样全力
以赴帮助贫困群众尽快脱贫。”两双手

紧握，王德民两眼湿润了。
那是 2015 年 9 月份，41 岁的王德

民由襄城县公路管理局被委派到最边
远的范湖乡秦寺村任第一书记。秦寺
村1760口人耕种着1750亩地，是全县
有名的贫困村。王德民上任后便一头
钻进老乡家访贫问苦，多次召开村两委
会探索脱贫良法。村道是车辙深深的
土路，一遇下雨，就变成了“水泥路”（水
和泥）。为解决村民出行难，他无数次
跑县里反映情况，终于争取来150万元
资金整修村道。王德民原本就是道桥
工程师，是修路的行家，抓一把沙子就
能看出含泥量，搅一下混凝土就知道配
比标准。为把村道修得结实、耐用、美
观，王德民起早贪黑监督查看，一个月
后，完成了 3.6 公里水泥路和生产主干
道。秋收时，农民开着装满秋粮的车子
在平整的村道上来回跑，残疾人贫困户
秦自强开着三轮车更是心花怒放：“现
在拉东西跑着真省劲！”多年来，村民吃
的都是污染了的浅井水。为了村民健
康，王德民多方协调126万元实施安全
饮水工程，打了 300 米深水井，建起水
厂，全村老少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为把村庄建设得更美丽，王德民跑
回“娘家”——县公路局争取资金支

援。很快为村里购置了 30 个大垃圾
桶，建造了 4 个垃圾池。起初，村民们
不习惯往垃圾桶里倒垃圾，街头村口乱
扔垃圾袋，甚至还有人把垃圾桶推倒
了。王德民没有生气，他把滚到地上的
垃圾桶一个个扶起来，耐心地教育村民
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还从村民中选了
5 名保洁员。看到保洁员天天打扫卫
生，乡里乡亲的谁还好意思乱扔垃圾？
慢慢地，大家也自觉了，不再乱扔垃圾，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为了改变大田单一种植，调整产业
结构，王德民发动群众麦田套种烟叶辣
椒。全村500多户纷纷套种，亩产值成
倍增长。去年，村民秦二伟5亩地收入
1.3 万元，“俺村来了个能书记，让俺麦
田套种辣椒，亩产比以前多收入 1600
元”。贫困户秦二伟逢人便说。王德民
还带领群众在村道两旁栽上柿子树、梨
树、杏树，对村中 4 个干坑和寨壕沟填
土栽树。如今的秦寺村，可谓垂柳依依
吐新绿，春夏鲜花盛开醉游人，秋天果
实累累香满村。

贫困户王明烈是个老上访户，王德
民头一次登门他根本不买账，认为这些
文质彬彬的干部都一样，给点钱物就再
没声响。一连三次王明烈都给王德民

冷板凳，问啥也不吭声。王德民不声不
响带人给他家建厨房、安大门，粉刷院
墙，还给王明烈办理了低保，安排他当
上了村保洁员，月收入500元。今年一
月大雪纷飞，王德民来到王明烈家嘘寒
问暖，帮助铲雪。老人终于开口了：“王
书记，来烤烤火！”扭身去厨房里打了一
碗鸡蛋茶端出来非让书记趁热吃。王
德民反倒鼻子一酸说：“心意领了，我们
有纪律，不能吃群众家的东西……”

去年4月份，王德民的妻子去郑州
动手术，正值他忙于对贫困户、拟贫困
户的精准识别，不分昼夜地校对填卡分
不开身。他只好让70多岁的岳母陪护
了妻子 7 天，硬是没顾上去郑州一趟。
8月底，刚参加完高考即将到北京上大
学的女儿一番话让他泪湿：“爸，你有5
个月没见我了，但我也挺过来了，你让
我学会了坚强！”

倾情付出得到了村民衷心拥护。
有一次他感冒发烧了，村民悄悄熬好了
秦寺村特产——茅根茶让他清热止咳；
早上推开门，门口石板上放着红薯、蔬
菜。如今，脏乱差的村庄变得和谐美
丽，全村47户贫困户有35户脱贫，年人
均收入净增 3000 元，王德民连年被襄
城县委授予“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张华荣在工作。 郑 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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