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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基层税官张克成：

只要干一天，就要
让纳税人满意

本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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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久宏，沈阳昂立集团董

事长、沈阳国际软件园有限公

司董事长。他从电脑街的普通

打工仔，到运营管理“中国最具

活力软件园”；从开公司“谋个

落脚处”到为创业者营造“改变

世界的办公室”，他“抱着政府

的愿景却怀揣着一颗民营的草

种”，像小草一样强韧，愈挫愈

勇，快速发展。他提出做企业

不但要自我强大，且能助力别

人强大，主动“外溢”能量，为区

域为国家作出贡献。

新疆克拉玛依熙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创始人荣新起：

让 创 新 的 种 子 生 根 发 芽
本报记者 耿丹丹

在不少人眼里，头衔蛮多的赵久宏属于绿色
无公害的“食草男”。这一点，哪怕不见面光听声
音也猜得出——和声和气、温文尔雅。而了解他
的，会说他是绵里藏针那一款。

创业26年来，赵久宏一直在奋斗，干啥都要
干到前面去。他带着昂立，从沈阳三好街一家经
营兼容机配件的小公司，一步步踏足系统集成、软
件、产业园区、投资孵化、企业育成等多个领域，用
托举别人的方式壮大自己。他率队管理的沈阳国
际软件园入驻企业1200多家，有44家世界500
强企业、22家中国软件百强企业、92家上市公司
及子公司，在沈阳本土培育出30多家行业隐形冠
军。年营收总额达到500亿元的沈阳国际软件
园，已成为中国民营科技园的领跑者。

转身：弃虚就实

沈阳电子所的老张、老李们早就看不顺眼了：

这个学生娃！腰间的BP机老叫唤，还抱着办公
室里唯一的电话机打个不停。

1991年大学毕业，初来乍到的赵久宏自己也
觉着别扭，喝茶看报？屁股坐不住。他就喜欢东
跑西颠忙业务，朋友也撺掇他跳出来。那时啥业
务最火？组装电脑、卖配件，沈阳三好电脑街占了
东北一半交易量。初出茅庐就跳槽的赵久宏短短
一年却创造了奇迹，让濒临倒闭、成员仅有5人的
昂立公司当年盈利100多万元，在遍地小门面的
三好街，两年杀进了前三名。

年轻人嘛，有点钱就嘚瑟。赵久宏的嘚瑟不
在炫耀吃穿，而是盯上了股市，心痒手痒想练练。
已经担任昂立公司总经理的他把大小业务悉数交
给搭档打理，大撒把后一头扎进了股市。

那时的股市还属于长熊慢牛。好多人兴冲冲
杀进股市，可谓“轿车进去，自行车出来”。赵久宏
却总能拿捏好进出分寸，两年多时间盈利水平达
到700%。正当盆满钵盈之际，赵久宏却突然止
赢收手，为啥？

1998年5月，苏州。在此举行的IT行业峰会
带给赵久宏两个震撼：一是离开昂立出去创业的
人都迅速发展甚至超越了他；二是IT业巨擘施振
荣一辈子坚守实业的精神。

这么多年过去，赵久宏依然印象深刻。“小利
障目则大事不成，小富即安已成大患，实业，唯有
实业才长久。从苏州回来后，我瞬时清空了所有
股票。”

弃虚就实向何处去？此时，IT营销端，卖硬
件已不比卖冷饮赚钱。赵久宏果断将昂立公司主
营业务向软件与系统集成转舵。他判断，底盘厚
重的老工业基地不缺硬经济，缺的是软经济，缺乏
与工业互联网时代对接的信息产业软实力。这个
短板，靠一两家软件企业根本弥补不了。结论是：
沈阳需要建设智造富集地——软件园。

这的确是一片蓝海，因为成活率与成功率过
低，鲜有民营资本的“鱼儿”游进来。赵久宏在国
内考察了一圈，绝大多数科技园区都有强大政府
背景支持，单靠租金活着的科技园几乎没有。而
他，不仅不想打退堂鼓，还要一口吃个胖子。

2004年，占地几十亩的昂立信息园建成，小
试牛刀的赵久宏便转身筹划建设900亩的沈阳国
际软件园。今年，总投资150亿元的沈阳国际软
件园二期工程又开始建设了。

利他：帮人找钱

商人都想什么？赚快钱，回钱快。赵久宏的
思路却是赚慢钱，花钱快。

“帮扶科技企业只能我们来负重，以较低租金
吸引他们来创业，因为他们在起步阶段都是轻资
产。”赵久宏反感别人把他划为地产开发商，他的
专长并非造房子，而是对科技企业的理解，他反
问：“有选择租房而不卖房的开发商吗？”

今天看，“情怀”二字成就了赵久宏。回头
看，“情怀”也曾把他逼上了高负债的绝路，现
金流紧张的枷锁至今仍套在他的脖子上。经济学
者李稻葵来园区一语点破：金融市场不爱支撑长
期资金需求，即使负债率远低于国资企业，民营
园区也很难得到融资，软件园再拓展具有极大挑
战性。

难，难不倒“有一块钱能办5块钱事”的赵久
宏。他反复游说合伙人加入，再借此一点点撬动
社会资本。最难时，他也放松过入园标准，也不得
不卖掉一部分办公楼。“再有理想，活不下去也白
搭。”原来，赵久宏也有窘迫、叹息。因为贷款，妻
子作为关联人常需要签字按手印，为此向赵久宏
抱怨：“年过半百还背负这么大压力，就不能歇口
气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不能，园区还有那么多企业呢。他们没有抵
押物，贷款比我还难。”赵久宏对园区企业了如指
掌。都说硅谷搞得好，可是硅谷学不了。其资金
支撑来源于企业巨头以及大量民间风险投资，这
两个要件咱东北都不具备。政府资金有限，民间
投资薄弱。赵久宏决定跳出企业圈外，试水私募

股权投资，帮园区企业找钱。
2015年入园的“向日葵”在线教育，没有资本

支持时，年销售收入仅有100多万元。软件园设
立的私募基金直投500万元，又帮助企业征信担
保获得间接融资1500万元。引入资本后的“向日
葵”3年营收增长30倍，2019年营收1.27亿元，净
利润4089万元，今年营收有望突破4亿元。继取
得国内外500多所大学合作后，“向日葵”已成为
在线教育细分领域国内第一。跟进投资的基金公
司直拍大腿——投少了！

不止帮人找钱，赵久宏还张罗着给科技企业
找人、找市场、找技术、找政策、找外脑，简称“六
找”。他发现，科学家创业往往除了技术外，其他
什么都需要帮着找，包括职业经理人。当然，这种
帮忙也不全免费，赵久宏的方式是“服务换股”。

“你不要把我说得那么高尚，服务理应市场化，如
果都免费，人家会看低你的服务，而且也不可持
续。无偿支持传导无压力，结果大多不好。”赵久
宏说话直来直去。

帮人得有本事。沈阳国际软件园现在锤炼得
十八般武艺皆能上阵比划，着力构筑一个“优于大
环境的小气候”。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细致了解
后不禁感慨：民营园区做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令人
感动。

格局：取势共赢

东北振兴不是靠一两棵大树撑门面，需要一
片森林，也即围棋所说的“厚势”。学生时代取得
过大学生围棋杯赛冠军的赵久宏，从围棋哲学受
益良多。比如韧性坚持，比如弃子取势。

下围棋看重外势，企业的外势是区域环境，是
政府支持。赵久宏说出心里话，离开这些，软件园
再有本事也折腾不大。

有人羡慕赵久宏得了那么多“好处”。辽宁
省、沈阳市调动各种资源支持沈阳国际软件园，把

“东北科技大市场”“院士工作站”“成果转化辽宁
促进中心”落户这里，把盛京基金小镇的管理钥匙
交给他……让人难忘的是，市委书记、市长多次为
这个民营园区推介。

人心好，纵使飞鸟也知道。赵久宏解说取势
之道，只要你敞开为区域贡献的赤子之诚，所有靠
近你的心终会被焐热。

赵久宏每每呼吁打破政企隔膜：一个开明的
政府不是对企业不管不问，而是借用市场之手，找
到具有资本与商业管理经验的人或组织发挥作
用，把各种资源捆在一起支持企业，功成而不
自居。

盛京私募基金小镇挂牌仅一年，即募集到131
亿元基金并投资65只产品。规模横向比不大，但
较之一年前沈阳全部私募基金总量壮大了4倍多，
基金年化收益率近50%。因其中有政府引导基
金，基金小镇每年要给政府报告单，用政府的钱孵
化了多少企业？成功率有多高？吸引了多少人
才？政府关心的首先是孵化功能和资金带动力。

“有了上下一心，改变世界并非没有可能。”赵
久宏举了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创新的例子。在政府
与园区合力支持下，该企业研制出多项世界领先
的生物技术，仅遏制“松材线虫病”技术一项，即可
为我国已发病的千万亩松树林挽回千亿元损失，
为世界范围减少生物入侵灾害带来的价值更不可
估量。“给科技一个支点，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
么。”赵久宏笑得肩膀都在抖，好像这个企业是
他的。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赵久宏对
明末文人张岱的这句话深以为然，“认准的事情
就需要全情投入，你可以说我认真成癖是执著，
也可以笑话我偏执。我还是主张让事实压轴出场
说话。”

不惧压力的赵久宏，额头可比以前亮多了。

沈阳国际软件园一角。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新疆克拉玛依石化工业园内，经济日报
记者见到了荣新起。他的办公室陈设简单，
咖啡杯里泡着茶水。“咖啡杯为什么一定盛咖
啡？”爱创新的荣新起说。

这位获得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双硕士
学位的企业家，8年前选择回到家乡新疆创
业。如今，他的公司成为一家提供流体自动
化控制、撬装设备研发制造等相关产品与服
务的高科技企业，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7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3项。

“我不喜欢约定俗成，只要适合，就是对

的。”坚守着这份笃信，在长期根植于心的“创新
种子”驱动下，荣新起走出了一条不凡人生路。

上大学时，荣新起就有一个创业梦。
1989年，荣新起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担任学
生科协常务副主席期间，正值校科协承办全
国大学生首届“挑战杯”科技学术竞赛，在参
与了两次赛事组织后，一颗创新的种子埋在
了荣新起的心底。

随后，他出国深造，并进入一家大型跨国
公司，担任其下属中国合资公司运营总监。

“在斯坦福读书期间，学校会请一些校友分享
成功创业经验，他们传递出的‘企业家精神’
对我影响很大。”荣新起说。2012年，他放弃
百万年薪回到家乡创业。其中除了家庭因
素，更重要的是，荣新起看中了新疆得天独厚
的石油产业优势——他把创业地落户克拉玛
依，通过深入了解，选择将“为油田生产提供
流体控制与测量整体解决方案”作为未来发
展方向，创办了熙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新技术创新是荣新起创业路上最有力的
“拳头”。企业创立之初，他联合全国知名高
校与国内外高技术公司，针对油田实际情况
引进最新技术，专注新产品研发。2012年，
凭借新技术，在克拉玛依首届石油石化装备
展上，荣新起作为10家集中签约企业代表之

一，与克拉玛依市政府签约。
“新疆自治区高层次创业人才”、第四届

“海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冠军
……创业8年间，荣新起的创业之路越走越
宽。2013年，荣新起带领团队开发的首款产
品成功进入新疆油田市场，几年后市场份额
超过60%。“有了这个多通阀，可以方便实现
计量与集中输油的模式切换，大大简化了操
作，降低综合成本。”荣新起说。

然而，由于国际油价持续走低导致市场
环境突变，给处于创业初期的公司带来巨大
挑战。“行业周期波动屡见不鲜。”荣新起告诉
记者，多年打拼让他练就了特殊本领，不仅能
预见风险，还能及时做出战略调整控制风险。

战略调整很快见到回报——2016年底，
油价逐步回暖，油田恢复生产，原有产品销售
迅速回升，新产品销售收入也大幅增长；2017
年，销售收入突破3000万元。“公司业务快速
增长，就是依靠研发团队不断推出用户认可
的新产品。”荣新起说。每年，荣新起都把企
业15%以上收入用于新产品研发。

如今，荣新起更愿意将这些年积累的经
验与他人分享，助人成功。

3年前，荣新起投资了一位清华校友创办
的初创企业。“如今，这家企业已快速发展为

一家估值超10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未来发
展前景可期。”荣新起说，从那时起，他开启了
投资之路，成为一名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天使
投资人”，先后投资近10家小微企业，帮助他
们发展壮大。

荣新起还经常与员工分享经验，帮助他
们快速成长，这让企业蕴藏了巨大能量。“85
后”胡艳亮从公司创立之初就加入这个团队，
在公司培养下，他成为产品研发部经理。“可
以说，我由一个‘搬砖人’成长为有思想、有技
术的‘设计师’。”胡艳亮说，他的才能在这里
得到了施展，“员工与企业家更像是合作伙
伴，有时我们可以讨论到深夜”。在荣新起

“放手大胆干”理念影响下，更多员工在这里
实现了人生价值。

“荣誉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我创
办企业理念的一种认可。”最近，他又带领研
发团队推出了自主研发的新产品：自动流入
控制装置。该装置无需用电，能自动识别并
区分油和水，解决长期困扰油田的控水问
题。“目前该产品已通过中石油试用，开始小
批量供货。”荣新起说：“过去几年，公司业绩
一直保持着30%以上的增速。未来，我们将
坚持以创新为根本的发展战略，继续推出有
科技含量的新产品服务社会。”

荣新起（右）正在检查设备情况。（资料图片）

“世上有两件事最难，一是从自己身上割肉，二是从
别人兜里掏钱。”父亲的这句话印在张克成心里20多
年。这位1999年带着“一等战功”从部队转业到山东临
沂市蒙阴县税务系统工作的铮铮铁汉，为把这件难事干
好已经熬出了白发。

“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曾任部队营级干部的
他，总是用这句诚恳的话主动放弃升职机会，现如今还只
是国家税务总局蒙阴县税务局旧寨分局的一名普通税管
员。但在一大批企业主、店老板眼中，他是笑容憨厚、亲
切热心的“张大哥”。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这些荣誉对张克成来说更是鞭策：“只要干一天，就要服
务好一天，让纳税人满意！”

主动要求“跑外”

张克成所在税务局辖区内的纳税户大多地处山区，
需要骑自行车或开着摩托车长途跋涉，才能开展工作。
这些年，张克成风里雨里跑过的山路达20多万里——这
是他主动要求入门入户与纳税人接触交流。他知道，走
出去才能真正了解纳税人的需求，做好服务。

蒙阴县是知名的“蜜桃之乡”，由于种植分散，抗风险
能力差，一些敢想敢干的农户打算成立专业合作社抱团
取暖。旧寨乡北楼村的宋汉相就是其中牵头的一位。具
体该如何操作呢？宋汉相立刻想到向张克成“求援”。他
爽快答应下来并带领大家办好了手续，还办了税务登记
证和增值税、所得税优惠手续。

10年来，随着这一专业合作社业务越做越大，涉税
业务越来越多，只要大家有不懂的，张克成总是悉心辅
导。“当年，张大哥对我影响很大，是他多次指导我合规经
营，假若过去没有这种意识，现在也做不了这么大。”宋汉
相说。

心软又心硬

常年与纳税人打交道，张克成越来越“心软”。
坦埠镇艾山前村的日用百货个体经营户邢加存，拉

货时不幸遭遇车祸。张克成得知后，主动为他办理了停
歇业手续，还抽空帮他翻身子、洗手脚、干点农活，甚至代
买常用药品……

可在原则问题上，张克成又心硬到“六亲不认”。
张克成的妻子下岗后干过保洁、摊过煎饼，靠微薄的

收入贴补家用。曾经，也有熟悉的老板主动提出，让他妻
子到自己的企业上班，但都被张克成婉言谢绝了。有人
问：“你管的好企业多，为啥不给媳妇安排一个体面点儿
的工作？”“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让企业给自己办私事，企
业有什么事也会让我照顾他。这样的话，对别的企业不
就不公平了吗？”张克成回答。

铆足劲创新

做好税收服务，不仅需要汗水与热心，更需要智慧。
由于天天在基层干，每天接触新情况新问题，张克成心中
创新的弦儿从来没松过。

多年前，他们辖区内的石材加工户因地处深山，购买
一本发票都要翻山越岭，费时费力不说，还耽误生意。发
现这一问题后，张克成再去入户时，就在身上多背一个包
装上发票，把自己变成了“移动发票发售窗口”，以一个人
的跑腿代替了纳税人翻山越岭。

2019年，“史上最大规模”减税降费大幕揭开。这项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刚做完心脏手术不久的张
克成却主动请缨：“我在这儿待得时间长，很多纳税人都
能叫上名来，干这个工作我比年轻人合适多了！”

他所在的旧寨分局“六税两费”共有应退税款220
笔。为及时退税到户，他拖着病体连续多日奔波在山间
小路上，穿梭于商户业主间。然而，因这些税款多数是自
然人代开发票产生的，加上纳税人比较分散，信息登记不
全，多数无法取得联系。

对此，他与同事们一起研究——纳税人身份信息不
准，就跑人社局；电话号码不对，就跑通信公司；银行账号
不符，就跑金融部门……想方设法核准纳税人退税信
息。几天时间，他们分局的退税率就达到100%，200多
户纳税人第一时间享受到了减税红利。他探索的退税工
作新思路得到了上级领导高度评价，并在全市推广。

全国政协委员、翔宇实业集团董事长林凡儒对他这
样评价：“从张克成身上，我们看到了临沂税务的新形象、
新税貌、新服务，他们把服务企业当成自身职责。税务部
门的优质服务让我们这些纳税人感受到了改革的红利，
增强了幸福感与获得感。”

张克成走在为企业普法宣传的山路上。杨德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