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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段天豪：科研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本报通讯员 杨绮羽

王泽喜，在
盛古镇经营秤杆
店，用传统方法
制作秤杆。近年
来，巴南区引入
社会资本，按照

“修旧如旧、适度
开发”的原则对
丰盛古镇进行保
护性修缮和景区
化打造，让古镇
在保留原有历史
人 文 风 貌 的 同
时，焕发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含氟材料是生命工程，是国家未来
必须做的工程，只要能打破国外的长期
垄断和围追堵截，生产自己的氟硅材料，
让中国的氯碱行业拥有堂堂正正的“中
国心”。

东岳从建设初期的无人才、无技
术、无资金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追求卓
越、自强不息、能打硬仗、能打胜仗、能
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在这个领域，
我们如果能为国家打破垄断，实现本
土化配套，为我们的国防、军工、前沿
工业做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贡献，
做出我们行业的贡献，那么我作为一
个企业家来讲，是最自豪、最欣慰的。
想把企业做大做强，为国家做出贡献，
就一定要有创新整合思维，一定要把
我们擅长的行业作为主战场，将我国
建设成氟硅材料强国。

——张建宏
（张建宏，东岳集团董事局主席）

过去我们买空调、冰箱都是通过代
理商或电商平台，厂家不知道自己的消
费者具体是谁，也看不到直接的反馈。
现在有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将制造端和购买
端连接起来，消费者扫个二维码，就能与
企业售后服务绑定。厂家知道用户的精
准信息，什么人买我的产品，有什么评
价，一目了然。 ——史彦泽

（史彦泽，销售易创始人）

从毛头小子到总经理、从设计师到助理工程师，
他始终心系科研，主持和参与的研究先后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9项、外观专利15项。他就是万盛经开区
重庆晖速智能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天豪。

成功研发“杆塔一体化天线”

今年39岁的段天豪，2004年从西南科技大学工
业设计专业毕业后，先后进入国家地质科学院、广东
京信通信公司从事地质研究、通信技术研究等工作；
2008年，入职广东晖速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最
基层的科研工作开始，慢慢进入到“外观与实用新型
产品”专业研究中。

“那时候，我全身心都扑在研究上，最让我满意的
作品是‘杆塔一体化天线’，整整耗时5年。”段天豪介
绍，“杆塔一体化天线”指的是将具有不同功能的天线
经过外罩一体化设计等系列处理后，使其同时具备通
信、照明、监控等多项系统功能。

谈及研发过程，段天豪充满感慨。作为项目负责
人，他带领20余名研究员废寝忘食地工作，当时国内
还未有这样的先例，所有的工作都是从“零”开始。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协调软件和硬件，这其中
的操作系统十分复杂。”段天豪说。团队里都是年
轻人，大家干劲十足，常常工作到深夜，累了就睡在
研究室，一有灵感就马上提出来共同研究，攻克了
无数难题，但操作系统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后
来，他向公司软件部门求援，请来相关的技术专家，
共同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年的努力，2018年，“杆
塔一体化天线”终于“闪亮登场”，刚一上市，就成了

“香饽饽”，成功申请到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公司带
来了巨大收益。目前，“杆塔一体化天线”一年的市场

获利规模可达上亿元。
自2008年以来，段天豪主

持和参与移动通信天馈产品
研究共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9项、外观专利15项，
专利创造市场销售价值
约5000万元。

从技术员到管理者

2016 年，广东晖速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决定在万盛建立子公司，
指派段天豪为子公司负
责人。

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
段天豪根据公司要求来到万
盛，在熟悉环境的同时，继续做科
研。一年后，总公司决定在万盛投资建
厂，从事天线、射频及微波器件、钢结构、通信铁塔、
电力铁塔的生产、销售及其相关技术开发、转让、租
赁等业务。

从厂房选址到招聘人手，从机械设备的购买到生
产系统的组建，段天豪和他的团队亲力亲为，成功打
下一片天地，建立了重庆晖速智能通讯有限公司。

重庆晖速智能通讯有限公司建立以后，总公司任
命段天豪为总经理。“从总公司的科研负责人成为子
公司负责人，我最初不太愿意，一想到要离开热爱的
岗位就十分不舍。”段天豪说。

如今，站上了领导岗位的段天豪依然热爱科
研，一有时间就到生产线上查看公司研发制造的各
项产品。

“无论我在什么岗位，都会尽
己所能为科研贡献力量。”段天

豪说。

边学边钻研
边“传帮带”

智能通信领域是知
识更新换代比较快的
领域，为了让自己的思
想和知识储备不落伍，
段天豪会抓住与同行业
同领域公司交流沟通的
机会。“我们这个领域有产

业联盟，我们也是成员之
一，工作交流就是大家互相学

习。”他说。
“希望我能带出不一样的团队，

更希望自己带的人能够在该领域青出于蓝，
只有技术人才辈出，公司才会可持续发展。”段天豪
有着自己的志愿。除了走出去与移动、联动、电信等
下属的研究院进行交流，段天豪还把培养新人作为
自己责任。

针对新员工，段天豪都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培训，
并从中认真观察，“通信领域，尤其是制造天线等产
品，科研的过程是十分枯燥的，我就希望带有上进心、
静得下心搞钻研、能够有效沟通的人。我带过的员工
中，有一个已经是广东东莞市工匠代表了。”段天豪
说。在企业当好技术工人、科研人员及管理者的角色
不是这么容易的，面对未来，段天豪说：“技术创新是
公司发展的命脉，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我对公司在万
盛的发展十分有信心。”

盛夏时节，烈日烘烤着山城重庆，街道上人影稀
疏。邹文华的脚步在江北区东升门路边的一处窨井旁
停下，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作为区城镇排水事务中
心的一名疏浚工，他需要24小时待命，与34名同事一
道，确保604公里城市地下“血管”的通畅。

套上一身工作服，麻利地系上安全带，再用铁钩撬
开窨井盖，邹文华沿着井壁缓缓下爬，不一会儿便来到
深约2.5米的井底。他开始借助铲子等工具清掏这里的
灰黑色淤泥，装进铁桶，再由守在上方的同事拉至地
面。为确保安全，约20分钟作业后，邹文华需要返回地
面休息一下，这时他身上的工作服早已湿透。

“夏季室外作业期间，温度一般超过35摄氏度，有
时井里通风不好，待在里面就像快被蒸熟的米饭一样。
但管道疏通等不得，大家的正常生活更耽误不得。”邹文

华擦了擦脸上留下的泥沙污迹，一口气灌下半瓶矿泉水
后，又一次下了井。

在高温下工作，疏浚工们遇到的挑战之一是对皮肤的
伤害。地下管网线路复杂，尽管身着工作服，但依然容易被
擦伤；长期泡在污水环境中，更需要他们常备皮肤类药物。

一旦遭遇强降雨，地下管网超负荷运转，邹文华的
神经便始终处于紧绷状态。7月以来，重庆主城区连续
遭遇多轮暴雨袭击，一些路段积水过深，他和同事们的
手机全天候开机，微信也一直在线，只要接到抢险通知，
便立即出动，奔赴一个个抢险现场。随行的工作车上常
备着方便面、面包等食物，但大家还是经常忘记吃饭。

今年恰好是邹文华入行的第10年。在他看来，疏
浚工作的强度和危险性需要一颗坚韧的心去面对，虽然
辛苦，但也值得。“我要尽自己所能，继续做好工作。”

山城疏浚工邹文华：让城市“血管”更通畅
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段天豪在实验室段天豪在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