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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主题系列采访 没有知识产权只能受制于人,作为空调压缩机行业龙头企业，
海立集团深知创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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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位于浦东福山路的陆家嘴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许多居民碰到就业难题总喜欢
找工号“!!"”的工作人员，他就是陆家嘴街道
劳动科科长王群华。

在忙碌的工作间隙，他接受了记者采访，话
题便是他啃了近 #年的“啃老族”就业硬骨头。

“断奶”要抓住最佳年龄
王群华语速快，走路快，做事也快。“#年

前，我从组织人事科调到劳动科，直接和普通
市民打交道，帮助不同人群实现就业。每天生
活都像在打仗，但我觉得特别充实。因为就业
解决好了，往往‘一家门’的事都好办了。”

王群华刚当劳动科科长时，面对的多数
是“$!#!”人员，“他们虽然学历不高、年龄偏
大，但因为家庭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就业
欲望比较强，所以只要能提供岗位，往往就能
解决问题。”当时他还关注到，社区里有一些
“小年轻”无业在家，打打游戏上上网，“很多
人只要在家里待上 "年就和社会脱节了。”

让王群华心焦的是，许多年轻人在失业
一段时间后，压根失去了就业的欲望，而且往
往眼高手低。有一名社区青年长期失业在家，
家人、街道为他介绍了多份工作，他不是嫌
远、就是嫌累，要么和人相处不来，没有一个
做得长久。“一定要抓住年轻人就业的最佳年

龄，为他们找到有职业发展空间的岗位，才能
让‘啃老族’们尽快‘断奶’！”

上网也能练就求职技能
为此，王群华和他的就业援助员们决定先

摸底，搞清“啃老族”的生存状况。陆家嘴地区辖
区有 #%#平方公里，大多数为老旧小区，有三分
之一存在人户分离的现象。经过一次次上门，
街道全面调查辖区内失业、无业等人员的基
本情况、就业态度、就业意向、薪资期望等。

如何把“啃老族”从家里拉出来？能否根
据“宅男”、“宅女”们爱上网的特点，让他们在
家里就练就求职技能？为此，王群华和一家公
司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发了一
套“就业导航快线”服务平台。年轻人只要输
入基本信息，就能在网上做自我诊断，还可以
看动漫模拟求职，不出家门就能接受全套就
业指导服务，包括如何写简历、如何着装等。

家住崂山二村的王健原本从学校毕业后
“宅”在家里，听到就业援助员介绍的导航快
线网站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网上“练练
手”，没想到经过网上学习后考试得了一等

奖，赢得了苹果奖品的同时，也增强了就业的
信心。现在他已经在一家 &'公司应聘成功，
还一边上班，一边进修本科学历，让全家人欣
喜不已。

“掘地三尺”找就业资源
在为年轻人提供一对一针对性服务的同

时，王群华也利用陆家嘴街道的社区资源，为
年轻人们“掘地三尺”挖掘就业资源。
世博会期间，当他听说世博场馆在招工作

人员，马上将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召集到一起，为
他们提供统一的世博知识、礼仪、英语培训，然
后安排大巴士将他们一起送去面试。由于事先
培训准备充分，共有 $(人先后被世博场馆录
用。世博会结束后，多数人还成为单位的正式
员工。
“前几天我们听说机场免税店要招人，因

为招人的人力资源公司是陆家嘴社区的两新
组织，我们马上又请来公司的 )*为年轻人
做培训，现在第一批已经有 "+人被录用了！”
王群华欣喜地说。

据了解，现在陆家嘴街道的应届毕业生
实现就业（或见习）率超过 ,-.，每年新增 "%"

万个就业岗位。今年 (月，街道刚刚被国务院
评为全国就业先进单位。

王群华透露，下一步，还将把所有失业无
业人员信息以及就业岗位纳入统一的网络服
务平台，提供更高效适合的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把“啃老族”从家里拉出来
———记浦东陆家嘴街道劳动科科长王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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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迎盛会系列采访

9月15日下午2时，位于金桥的海立集团13楼会议室，技术
总监周易与技术人员张霞正在讨论一款压缩机新产品的设计思
想。他们刚从欧洲客户的工厂“蹲点”回来，还没来得及倒时差，就
迫不及待地分享考察成果，边画图纸，边列要点。几天后，这些成果
将在企业高层创新沙龙上展示。

一个最初连材料都要靠外方提供的“加工车间”，成长为自主
研发、向海外输出自主品牌的行业龙头企业，海立集团想做“全球
第一供应商”的雄心壮志，正靠每一次细微创新慢慢实践着。

! 王群华想方设法帮不同人群就业

看懂图纸背后技术诀窍
$+岁的周易在海立旗下的合资企业上海

日立技术中心任副总监。他 /$岁从上海交通
大学毕业进入上海日立，一干就是 ",年。那
时，公司刚成立，他被派到日本学习技术。
“听到外方谈得最多的就是‘0123 423’，

起初还以为是工作人员的口头禅，后来才知
道是‘技术诀窍’的意思。时间长了，我慢慢发
现，外方提供图纸喜欢留一手，如果我们参不
透背后的‘0123 423’，很多零部件无法国产
化，只能采用外方设备，始终受制于人。”

有一次生产压缩机某部件，外方图纸中
只说材料里含铁、铜和其他元素。但如果不知
道“其他元素”是什么、含量多少，国内供货商
要么做不出来，要么即便做出来也不合格。后
来，周易化验成品，才找到关键。

周易称公司成立之初为“依样画葫芦”阶
段。当时只有 (个机种，完全依赖外方技术，
材料大量靠进口。引进技术后，不能照搬全
抄。比如，图纸写明某部件尺寸是 "!毫米（误
差范围 "#"$%毫米），为什么是这个范围？“搞
懂了图纸背后的‘0123 423’，就敢改图纸，就
能做出自己的东西。”

最初几年，上海日立每卖一台贴有日立
商标的空调压缩机，必须给外方一定比例的
商标和技术使用费。董事长沈建芳多次请求
减少这部分费用，但日方以知识产权为由，拒
绝降价。集团果断注册自己的品牌：海立。

脱离外方指导成功升级
在技术人员一次次大胆修改外方图纸

时，创新的种子已经种下。周易印象最深刻的，
是 +匹双缸空调压缩机的研制过程。公司当时
开发过的最大功率是 /%#匹，外方也没经验。
从 /%#匹升级到 +匹，容易吗？“这好比，

以前我们引进技术，只跟别人爬过 /#!!米的
高山；现在变成联合开发，邀请曾单独爬过
/#!!米高山的人，跟我们一起爬 +!!!米的
山，互相帮助，共闯难关。可别小看这 #!!米，
谁也不知道上面有什么，风雪多大？山路是否
有断裂？要带多少氧气？”

周易记得，联合开发半年后，外方技术组

长突然回国，中方只能单独开发。“每天泡在
生产线上，常为一个技术难题而彻夜难眠。”一
次噪声测试中，压缩机出现尖厉嚣叫。五六个
方案均失败，周易回家睡不着，看到电视里小
兵张嘎用子弹壳吹哨，突受启发。他连夜设计，
反复试验，终于解决难题，还申请了专利。

走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十年磨练期，
从 /!!+年起，上海日立开始全面开发新产
品。“当时中方技术人员完全可以脱离外方技
术人员指导了。”周易自豪地说，海立不断变
更外方设计图纸与技术参数，将机种发展到
+#!多种。在海立集团销售的 "-!!多万台空
调压缩机中，自主品牌“海立”产品的销量占
,#.。沈建芳说：“学习引进未必丧失自我，善

于学习创新，同样能后来居上。”

激发每名员工“创新因子”
走进上海日立的机械加工部生产车间，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笑脸”看板———每天早
上，工人进车间第一个动作是将自己的磁铁片
翻到笑脸或哭脸，以表示心情。周易说，翻哭脸
的占 "!.，原因有身体不适、家人生病或熬夜
看世界杯等。这部分员工会成为班组长特别关
心的对象。看似小创新，管理效果却很好。

电机制造部有一面“精益创意墙”。为鼓
励员工创新，海立推出了创意、创效“双创平
台”。员工可以在网上提交“创新意见书”，由
专家委员会评审，好创意直接运用于研发生
产，并帮其申报专利。每一个意见都能获得积
分。记者在生产线上看到，工人工作服上佩戴
着金、银、铜三色徽章。“根据个人积分高低，
确定获得徽章的等级，大家都争着拿金章。”
“公司以往每年专利不足 "!个，但近几

年增长到四五十个，员工积极性被完全调动
起来。”周易说，公司首个专利是一种新型橡
胶塞。做简单改变，使压缩机的密封性更好、
压力更持久。正是一项项看似微小的创新点
子，使海立发展成为家电制造业中拥有自主
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在国际业界有一定影响
的中国行业龙头老大。 本报记者 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