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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海人

浓 眉 大 眼 ，一 幅 细 黑 框 眼
镜，一件 POLO 衫衣，还戴着一个
工作证，这是初见彭坚的第一印
象。他的办公室有些杂乱，初次
见面他便自嘲：“我的办公室更
像是实验室。”素日里特别强调
效率与细节，因此他常常在办公
室即兴开展生产试验。

作为中国第四批大学生之
一，彭坚放弃铁饭碗，来到广东
奋斗取经 20 年后，终于与合伙
人一起成功创业。无论是从事
技术研究还是探索企业管理，
他都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创新。

放弃铁饭碗
南下奋斗取经

彭坚在 1984 年毕业于华中
科技大学半导体专业，当时他
是中国第四批大学生，毕业后

被分配到当时国内唯一一个电
力机车研究所——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从事与他的专业相
关的技术岗位。当时能挤入该
研究所的人令旁人艳羡，然而，
彭坚几年后却果决辞职。

1992 年 ，他 嗅 到 了 广 东 改
革开放的春风，只身南下广东，
前后从事过计算机、空调和紫
外线灯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当

时南下广东，就是觉得广东的
发展机会更多，想趁着年轻闯
一闯。”彭坚说道。

彭坚 1994 年进入广州松下
空调有限公司做技术和管理工
作。由于彭坚表现出色，被公
司选入为精英管理队伍，派往
日本进行为期 6 周多的培训 ,在
日本工厂车间里学习每一个生
产环节的操作步骤与细节、制

作管理战略与每日计划等。当
时他接触了上百个老师，每一
个生产环节的操作都由该环节
的一线技工教学，每天的学习
时间和计划都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培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
到日本工厂成熟的管理模式，
注重细节，提高效率。”彭坚说
道。

“在日企学到的很多东西，
对我后面的工作尤其是管理方
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
是今天，我都还没完全化解当
时所学的。”彭坚几次强调说。

创业不忘创新
重细节提质效

1999 年 ，彭 坚 从 日 企 辞 职
来到南海，并于 2011 年与合作
伙伴在金沙镇新安工业园创立
了佛山市南海区银诺照明有限
公司。

深受日企工厂模式影响的
彭坚，在公司成立之初，曾试图

“复制”日企工厂的管理模式，
经 过 几 次 试 验 后 效 果 并 不 如
意。于是，彭坚转变思维调整
战略，开始采取了“循序渐进”

的管理方式。
据 彭 坚 介 绍 ，过 去 节 能 灯

印字并非在生产线上一条龙完
成，需要堆积在一个周转箱后，
再逐个印字。彭坚为提高生产
效率，提出节能灯在生产线上
一次性完成印字。由于车间工
人都习惯了传统的生产模式，
无法适应新的操作，初期的改
革效果不佳。

后 来 ，彭 坚 在 机 器 上 做 了
手脚，故意调慢了生产节能灯
的速度，方便工人在不熟练的
基础上能完成节能灯在生产线
上 完 成 印 字 的 工 作 。 久 而 久
之，车间工人熟练操作后，认同
了这个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

“ 要 改 掉 工 人 的 操 作 习 惯
不容易，和他们说千万遍这么
做更有效都没用，不如让他们
自己通过实践去认同。”彭坚告
诉笔者，今后将坚持循序渐进
的方法，不断推出更多能提高
工作效率的技巧。经过长时间
的努力和摸索，彭坚坚持生产
高品质产品，如今产品销往欧
洲市场为主。

撰文/摄影 肖越群

奋斗取经20年 创业不忘创新
他是中国第四批大学生之一，研究日企管理模式并应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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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街坊分享家乡
第一批枸杞果

“七月中旬就带着丈夫和儿
子一起回娘家，帮家里收获第一
批枸杞果。”娇娇告诉笔者，七年
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后
生下儿子，孩子上了幼儿园后，她
在小区附近找了一份喜欢的工作
帮补家用，同时，因为自己来自枸
杞之乡的宁夏，便和小区里的街
坊们分享家乡特产的香气。

娇 娇 的 老 家 在 宁 夏 中 卫 市
的兴仁镇，家乡空气清新，土壤
肥沃，村里栽培枸杞已有四、五
百 年 历 史 。 她 村 里 有 180 多 户
人家，几乎家家种植枸杞，每年
七八月份，村里到处都是红彤彤
的一片晾晒枸杞果，田野里飘着
枸杞特有的甜香味。

“ 枸 杞 刚 刚 长 出 绿 色 果 子
时，要每周浇水一次，长红了的
时 候 要 赶 鸟 ，被 鸟 吃 过 的 果 子
基本没用了。”娇娇说，家里种
了 三 亩 多 枸 杞 树 ，平 时 就 靠 年
迈的父母打理，除了地里，自家
院子的房前屋后都生长着枸杞
树，从开花到挂果收获，枸杞的
香 味 弥 漫 ，那 就 是 记 忆 中 乡 情
的味道。

搭建生态通道
狮山飘来枸杞香

“家乡的枸杞熟了，发在朋
友圈里，不少狮山的街坊都很喜
欢。”娇娇说，在狮山生活几年，
她发现小区里的街坊都很淳朴，
见面笑脸相迎，互相帮着看小朋
友，她已经有了小区里自己的朋

友圈。
几年来，娇娇试着把家乡的

枸杞介绍给更多的狮山街坊，大
受欢迎，她很受鼓舞，这次计划
联系村里的乡亲，建起宁夏枸杞
到生活小区的生态通道，既为家
乡的特产扩宽销路，也让自己周
围热心的街坊品尝到最新鲜和
最地道的宁夏枸杞果。

“返家乡的票已经订好，孩
子马上就要暑假，孩子的爸爸也
已经申请休假，一家三口就要回
到我的故乡。”娇娇说，她要把
家乡的故事第一时间和社区里
的街坊分享，因为家乡的这一份
乡土味道，已经让她和越来越多
的淳朴狮山街坊走的更近。

撰文/何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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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收获枸杞果 外来媳妇分享家乡味
娇娇搭建生态通道，将宁夏的特产分享给狮山街坊

产城人融合的广佛副中心，生活着数十万的“新市民”。他们
在狮山是否找到生活的目标？是否在狮山安居乐业？他们眼中的
佛山高新区核心区所在地狮山是怎样的呢？外来媳妇娇娇，从宁
夏嫁到狮山，带来了娘家的特产宁夏枸杞，也带来了和小区街坊
的甜蜜生活滋味。

“从娘家带来地里最原生态的枸杞果，街坊们很喜欢，”外来媳
妇娇娇，从宁夏嫁到狮山，成为新市民的她在小区附近找到了一
份喜欢的职业，也把娘家的特产宁夏枸杞带给了狮山的街坊，那
特有的乡土的滋味，让她把自己的故乡和狮山紧密相连。

娇娇在家乡的果园娇娇在家乡的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