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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年多前，世界桥梁缆索制造
领域爆出冷门新闻：顶级强手新日
铁公司在优中选优的全球竞标中，
竟然被中国一家民营企业击败。世
界最大跨度的自锚悬索桥工程———
位于美国西海岸奥克兰港新海湾大
桥的缆索，全部由上海企业提供和
安装。创造这个奇迹的上海奥盛集
团总裁汤亮深有感触地说：“奥盛是
一个讲究科学精神的企业，一定能
在世界先进制造业的舞台上有更大
的作为。”

美国新海湾大桥
缆索上海智造

汤亮大学本科读的是金属材
料，硕士读的是金融，博士读的是经
济，博士后研究的是可再生能源。多
元的学术背景，开拓了他的视野，使

他对企业的发展思路有着别具一格
的思考。他认为，发展中国制造业，
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立足国内市
场的内需，二是立足“通吃”国内外
市场的需求。前提是看产品的市场
需求在哪里，是集中在中国，还是分
布在全球。奥盛选择了世界市场的
发展道路，因为各国都要发展社会
公共服务，都要造桥梁。“美国奥克
兰新海湾大桥，对于奥盛的业务来
说，它只是一个项目；但对于奥盛的
事业来说，却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
因为拿下新海湾大桥，就意味着奥
盛有了‘国际通行’的名片。这张名
片，拿到国内市场来，更是‘通行无
阻’。”

瞄准空白超前研
发储备技术

!"年前，汤亮创办了专营预应
力材料的奥盛集团。预应力材料是
一种建筑专门用材，凡是大跨度的

混凝土结构，如大型桥梁、高速铁
路、石油钻井平台、核电站等，都少
不了。汤亮回顾说：“我们涉足这一
行时，国内需求的预应力材料都要
进口，没有一家厂生产。我们研发成
功了。#年后，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就
达到 $%&。江阴长江大桥、秦山核
电站、三峡水利工程等一大批全国
重点工程项目，都先后采用了国产
的预应力材料。”
这就是汤亮的创业思路：瞄准

空白，超前研发，做好技术储备。奥
盛现在广泛使用的技术，都是好几
年前就研发出来，储备在那儿的。几
年前，奥盛瞄准海上桥梁缆索易腐
蚀的特点，研发出一种气囊保护技
术，但这种技术当时并不被桥梁设
计单位接受。汤亮还是投入了大量
研发成本，如今市场有这个需求了，
奥盛正好赶上。现在国内有好几座
大桥，业主和设计单位都点名要求
用这种技术。

磨刀不误砍柴工。奥盛很早就
瞄上了意大利的墨西拿海峡大桥，
这座桥设计跨度超过 '(%%米，建成
后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为了
拿到这个订单，奥盛超前准备，设计
建造了一公里长、近百米宽的超大厂
房。没想到，墨西拿大桥建造搁浅，美
国奥克兰大桥却向奥盛抛来了邀标
的“橄榄枝”。要制造超长缆索，要有
超长的厂房，全球能与奥盛竞争的企
业只有四五家。这正应了那句老话：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民营企业要发展
人才是关键

“做制造业是没有捷径可走
的。”在技术创新上，汤亮咬定青山
不放松。他回忆说，奥盛研发了一种
新材料，准备用在港珠澳大桥上，前
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光研发就
花了几百万元，但最终这项技术没
有被采用，前期投入看似“打了水

漂”。汤亮和他的团队并不气馁，继
续潜心研发。现在这种新型材料已
成为奥盛的“秘密武器”，具有不可
替代的优势，很多项目指定要用这
种新材料。
不断完善研、产、销一条龙运作

的平台功能，也是汤亮孜孜不倦的
追求。他的目标是以制造预应力材
料为发端，积极拓展上下游，有效控
制产品的质量和资源，逐渐形成以
桥梁缆索制造产业链为核心的综合
性企业集团。
民企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奥盛

在打造企业人才高地上，一手筑巢
引凤，一手就地培养，两手都下了大
本钱。在奥盛内部，学习钻研技术成
风。技术骨干无论年资长短，只要有
上进心，都有机会走出国门，参加世
界桥梁大会等各种专业会议。汤亮
总是鼓励年轻人，要有胆量和底气，
去与世界桥梁权威对话。

本报记者 叶薇

! ! ! !中国最早的职业学校究竟建在
哪里？这个“谜底”终于有了明确答
案。上海市商业会计学校近日在校园
整修时，发现了一块镶嵌在教学楼墙
体内的石刻铭碑，透过上面斑驳的文
字，基本可以判断出，这里就是我国
第一个全日制职业学校的选址地。
虽然以前有各种回忆录都指向

现在陆家浜路 )*$号的商业会计学
校教学楼“中华堂”，即为民主革命
先驱者、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于 *)*$

年亲手创办的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
正规化、全日制且以“职业学校”命
名的中华职业学校旧址，但苦于档
案的失散，一直不能真正确定“中华
堂”的身世。上周，商会校进行一号
楼大修，工人师傅在凿开一楼正门

内西面墙时，突然发现一块石碑镶
嵌在墙体下端的正中位置，碑高
*("厘米，宽 +)厘米，碑底为黑色。
但由于年代久远且被水泥长期覆
盖，碑上的文字受损严重，已经不能
清晰读出全文。副校长陈强和校办

的方君杰老师是学校的“元老”，经
过他俩的仔细辨认，依稀能读出“十
四年前”“中华职业学校最初”以及
落款“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六日”
等字样。
“通过辨认碑上的文字，基本判

断出这块立于 *)'(年的石刻铭碑，
是当时‘中华堂’翻建时所刻，也是
为了纪念 *)*$年建校之初建造了
此楼。”方君杰说，以前也曾听几位
八九十岁的老校友讲过，在“中华
堂”里是有过一块石碑，但商会校在
“文革”时一度停办多年，教学楼也
变身为一家中药厂的厂房，石碑很
可能就是在那时被砌进了墙内，碑
铭也很可能被当成“封资修”而遭遇
破坏。 本报记者 王蔚

打造一张“国际通行”企业名片
———访上海奥盛集团总裁汤亮

我国职业学校发源地在哪？
上海商会学校出土原“中华职校”校铭碑 职校发源地得以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