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知道你每天上班、下班、居住的

这方土地上，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吗？

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的。我

创业的方向就是希望通过挖掘一个地

方被尘封的历史故事，以反映出这个地

方有过的丰功伟绩和优良传统，让生活

在这里的群众建立起文化自信。”南昌

林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毅龙

告诉记者，能够把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

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

兴趣使然 踏上创业路

“70后”的郑毅龙，1994年自部队转

业后，就一直在事业单位工作，但从小

喜欢传统文化的他，心中始终装着一个

“文学艺术梦”。工作之余，他一直从事

艺术品收藏与鉴赏。

“我一直希望能够学有所用，将自

己学到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发挥作

用。”郑毅龙说，随着国家提倡传统文

化的伟大复兴，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

情也越来越高涨，这背后孕育着巨大

的文化需求。

经过反复思考，去年年底，郑毅龙

选择离开工作近 20 年的事业单位，在

南昌大学科技城成立了南昌林泉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开启一段创业路。“人

生短短几十年，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有

生之年做点有意义的事，哪怕只产生

一点点社会价值，我觉得也是值得

的。”郑毅龙说。

然而，不再是每天按部就班，角色

的转换是思想、习惯、行为的转换，郑

毅龙起初极端的不适应。“但创业的经

历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

‘味道’，慢慢的我开始享受这种更加

自由和快乐的工作方式。”郑毅龙说。

一个人创业，事无巨细均需亲力

而为。今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刚刚步入创业历程的郑毅龙来

说，无疑是一次难上加难的考验。

“南昌大学科技城管委会听说我

正在为南昌高新区撰写文史汇编，考

虑到这个特殊时期，我没有一分钱收

入，科技城管委会便主动上门将其单

位宣传画册交给我编辑，帮助我渡过

难关，使我在 4 个月时间内足不出户

而无后顾之忧，这样的关怀令我十分

感动。”郑毅龙说。

挖掘历史的过程充满乐趣

郑毅龙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地方

传统文化的基础研究，向来不为地方

政府所重视。“而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发

展形势下，在全域旅游开发的现实工

作中，却又绕不开基础研究，否则，所

谓的旅游规划与宣传就会流于表面，

导致同质化。”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地方文化

需求之间需要成果转化，需要市场化，

需要应用到地方文旅发展的方方面

面，也就是要接地气。如何让学术与

政府双方不再隔岸相望，如何打通这

两方的距离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郑毅

龙说，这也正是他创业需要去做的事，

不断去挖掘历史，展现历史，为政府开

发文旅项目提供文化支撑。

目前，郑毅龙正在编写《鲤鱼洲研

究丛书》。鲤鱼洲坐落在江西省南昌

市东郊、鄱阳湖畔，为中国最大的五七

干校。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也在鲤鱼洲办了分校、实

验农场。

“其中我在撰写《北京大学在鲤鱼

洲》这本书时，查阅到现任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厉以宁 50
多年前曾在鲤鱼洲生活过。他曾写了

100多首诗，字里行间透露出忧国忧民

的情怀，以及在艰苦条件下的乐观精

神。”郑毅龙介绍说，2014 年，厉以宁

教授再次来到鲤鱼洲时，写下“事非亲

历不知难”的感慨，表明鲤鱼洲的生活

对厉以宁影响至深。

“通过挖掘厉以宁教授等老一辈学

者、专家在鲤鱼洲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

到，当我们把苦难变成动力，这将是一笔

巨大的财富。”郑毅龙说，能够挖掘历史

背后蕴含的深刻意义，让他觉得从事这

样一份工作是有价值，也是有意义的。

创业需要理性

在郑毅龙看来，目前他创业所从

事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通过发堀尘封的史事，并把其通俗

化，通过书籍出版、宣传片、网络视频

等手段科普给地方百姓，这也将是我

最大的收获”。

“如果通过挖掘历史，写出来的一

篇论文让地方政府发堀出历史遗址，

使其得到保护与利用，开发出文旅项

目，带动地方知名度与经济效益。这

样的创业过程是经济与文化效益的双

丰收，也是充满成就感的美妙享受。”

郑毅龙说。

谈及创业的感受，“目前，我还处

于创业初期，还在探索阶段，还是一名

‘新生’。”郑毅龙说，创业需要打破自

己很多年已经形成的固有生活和工作

习惯，需要很大的勇气。此外，他认为

创业是艰苦而寂寞的，需要能够沉得下

心来，专心在选择的领域去深挖。

如今在双创浪潮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加入了创业的队伍中。在郑

毅龙看来，创业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

力，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创业等于

去下海，而海里风大浪大，到底自己是

不是个弄潮儿，这需要一些‘冷思考’。”

“创业能否成功是一个未知数，需

要理性去看待。大学生创业前首先要

认清自己，是否适合创业。此外，创业导

师在对大学生进行创业辅导时，除了给予

正确的引导和鼓励外，也需要给他们‘泼

点冷水’，因为创业有成功，也有失败。只

有经过正面和反面思考的全方位思考后，

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郑毅龙说。

2011 年，为实现 PMI 泡沫新材料

成果的产业化，替代进口，满足国家

重点型号 PMI 泡沫的使用要求，湖南

兆恒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2019 年 11 月，带着打破国外垄断

的民族责任感和企业家的实干精神，

湖南兆恒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何斌，

一路过关斩将，站在了第八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的现

场，并最终获得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

赛优秀企业称号。

转企改制之下
迎来人生第一次创业

从体制内科研单位，转企改制办

工厂，再到融入创业大军，花甲之年

的何斌身上有种“不断超越自我”的

闯劲儿，这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有

着很大的关系。

在那个充满渴望、热血、激情和梦

想的 20 世纪 70 年代，高考的恢复可谓

为艰难的岁月开启了一扇梦想的大

门，帮助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拾回了

掉 落 在 乡 间 田 野 的 大 学 梦 。 听 闻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何斌迅速加

入备考大军。“由于体检血压不合格，

加上复习不充分，第一年的高考失利

了。”何斌说，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在高考恢复的第二年，他被北京大学

化学系录取。

“在大三选择专业时，我主动填报

了高分子材料专业。”北京大学毕业

后，“南方胃”的何斌主动要求分配到

南方工作。就这样，何斌在湖南省塑

料研究所一待就是多半生。

2000 年前后，湖南技术开发类科

研院所开始进行改制。在此背景下，

成立于 1965 年的湖南省塑料研究所

树立了一个观念：即思维方式要实现

由科研事业型向科技企业型转变，经

营模式由小而散向集约化转变，价值

取向由重论文成果向重经济效益最

大化转化。

这也意味着过去守着“大锅”吃

“皇粮”无“断炊”的科技人员，开始面

向社会，面向市场。

当时，何斌领导的研究所技术中

心开始实行内部独立核算，2009 年以

技术中心为基础注册成立了长沙科

成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在承担国家

项目研究的同时，为铁路机车提供配

套产品。那段岁月刻骨铭心，浸透了

汗水和泪水，直至多年后再回首，依

然会让人热泪盈眶。这也是作为一

名科研人员的何斌，最初的创业。

二次创业
为了PMI泡沫国产化

2011 年以前，PMI 泡沫这种新材

料在航空航天界已经有大量使用，但

是全部依靠进口。2011 年，湖南省塑

料研究所承担研制的 PMI 泡沫国产

化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实现 PMI
泡沫研制成果的产业化，替代进口，

湖南塑料研究所打算运用市场化的

方式，引进投资进行研发成果产业

化。

2011 年 8 月，湖南兆恒材料有限

公司成立。“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们

有一种从牢笼中解脱出来的感觉。

然而，当一只脚踏入市场后却发现，

创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资金、管

理、运营处处都是坑。”何斌说。

新材料的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

长、产业风险大的特点，从研发到成

熟应用更是需要漫长过程。“从 2011

年到 2017 年，我们开发了不同密度、

孔径、状态，不同功能的泡沫。公司

在此期间一直处于只投入没产出的

阶段，直到 2017 年财务方面才开始扭

亏为盈。”何斌说。

小试完成后，还没有来得及中试，

投资机构就闻风而至，带来了第一笔

900 万元的投资，但是这笔资金对于

新材料研发来说是九牛一毛。令何

斌没想到的是，这笔融资加上内部投

资的 1800 万元很快“烧”完了。“为了

能够把项目进行下去，我们开始在公

司内部融资，鼓励公司高管、中层骨

干参投持股。2015 年，内部进一步扩

资，400 万元、600 万元……”

“连续三年多轮内部融资，在一定

程度上也大大降低了部分股东坚持

下去的信心。”何斌说，尽管项目已经

看到胜利的曙光，但是距离盈利还是

遥遥无期。慢慢的，热情高涨的内部

股东沉默了。有的股东表示“看不到

未来”，回绝了新一轮内部参投。但

是，研究所内部规定“骨干人员要带

头参与投资，要给予股东一定的信

心”。第二轮内部融资，主要是在管

理层和公司骨干人员中进行。

与部分股东的焦灼不同，拥有敏

锐嗅觉的投资机构，仿佛看到了一块

亟待切分的“大蛋糕”，纷纷抛来了

“橄榄枝”。

产品已经批量化生产
创业一直在路上

目前，兆恒材料公司倾注精力研

发的 PMI 泡沫已经定型使用，实现了

批量化生产，也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

直升机螺旋桨从试制到测试、9000 小

时极限疲劳试验、装机评审、飞行验

证、产品质量稳定性考核、产品定型

鉴定的厂商，也是昌河飞机公司、哈

尔滨飞机公司、成都飞机公司等主机

厂国内 PMI 泡沫的唯一合格供应商。

如 今 ，兆 恒 材 料 公 司 不 仅 具 有

PMI 泡沫材料的研发、生产、检测能

力，还具有泡沫片材的切割、精磨能

力和泡沫芯材的数控加工能力，可为

客户提供泡沫的三维加工制品，以方

便使用、缩短工期、保证质量。

2019 年，60 岁的何斌已经到了退

休的年纪。但是，他的创业之路却刚

刚进入巅峰。与此同时，PMI 泡沫新

材料国产化也迎来了春天。何斌说：

“未来，兆恒材料公司将秉持‘持续创

新、品质至上、共创多赢’的宗旨，将

公司建成国内一流的泡沫材料研制

生产基地，为用户提供品质一流的泡

沫材料产品，让材料更轻更强，让装

备轻量化能够实现！”

创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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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琴

草根创业

“公司运营仅半年，接单量就增长了

20倍。”6月2日，贵州易荣德尚网络科技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运营总监吴祥康

说，作为一个由留学人员创业团队创立

的公司，他们利用自身的创新实力，实现

了快速成长。

2019年 11月 1日，易荣德尚公司自

主设计开发的“拼必达”APP正式上线。

这个APP主打跑腿配送业务，却比同类

型 APP 设计更为精细，配送范围不受 3
公里限制，特有拼单功能。

APP上线以来，经受住了突如其来

的疫情考验，实现了快速增长。今年春

节前，公司的接单量是每月 1000 单左

右；公司2月13日恢复经营后，每天接单

量上升到近200单。“我们对疫情防控工

作尤为重视，骑手体温一小时检测一次，

全车消毒一天两次，每位骑手都配备有

健康卡片，每天随时监控身体情况。”易

荣德尚公司总经理助理罗丹说，公司通

过实行严格的监测、防控措施，得到了更

多商家和顾客的信任和认同。

据了解，“拼必达”APP上线仅半年

时间，目前每月接单量达到近2万单，贵

阳本地已有300多商家入驻。

张田云、吴祥康、张学识、罗丹是易荣

德尚公司的4个创始人。4个人中，有学管

理的，有学电子商务的，有学IT的，有学金

融的。“毕业后大家在国外发展其实都还是

不错的，但看到家乡快速发展，我也想回来

创业，做点新的事情。”罗丹说。

罗丹经过市场调查发现，若是成立

团队自己做APP，并以此为基础打造网

购即时配送平台，在贵州省是首创。从

国际、国内来看，网购已经成为很多人的

一种生活习惯，并在不断扩大影响，本地

即时配送业务大有可为。

罗丹给另外几个合伙人打电话讲述

创业思路，通过沟通，志趣相投的4个人

形成共识，决定共同到贵阳创业打拼。

2018年冬，贵州易荣德尚网络科技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在贵阳高新区成立。

公司成立后，4 个创始人根据各自

的专业和特点，明确分工，各司其责，组

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团队。4个人中唯

一的女性张田云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总

经理，吴祥康担任技术总监及售后服务

经理，张学识担任人事部总经理，罗丹担

任运营总监。

回首创业初期，张田云说：“公司招

聘的第一个小伙伴叫邓黔林。他来应聘

时看见房间里随意摆放的桌子、椅子和

电脑，忍不住疑惑地问了一句：你们是不

是在做传销？但是听完项目介绍后，邓黔

林毫不犹豫地决定加入创业团队。”

“因为在项目介绍的过程中，感受到

了团队对创业目标的真诚和执着。”邓黔

林说，现在，他已经是公司运营部经理。

张田云说：“正是因为有像邓黔林这

样的同事的信任和努力，有贵阳高新区创

业服务中心尽心尽力给予公司的帮助，我

们才能度过创业最困难的时期。”

在贵阳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易荣德尚公司申请到人社

部 2018 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

支持计划。“与国外相比，国内的行政效

率更高，给予创业人员的帮扶政策更

多。”吴祥康说。

梦想不停、创业不止。未来，易荣德

尚公司还将为商家开发独立接单小程序

等，让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发展壮大。

创新风采

郑毅龙：让尘封的历史“活”起来

只为实现PMI泡沫国产化
——访湖南兆恒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何斌

▶ 本报记者 李洋

梦想不停 创业不止
——访易荣德尚创业团队

▶ 李雯文

2015年度中国创新创业新闻人物、

参与起草《民用多旋翼无人机系统试验方

法》等国家无人机标准、受邀出席欧洲国

际无人机大会……在惠州仲恺土生土长

并回乡创业的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山，用不懈的努力在无人

机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蜕变：从“小白”到争做领头羊

黄山出生于1989年12月，谈到中学

时代，黄山打趣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爱学

习的好学生”。但最终，通过努力成功考

取了北京交通大学。

2012年，尚未大学毕业的黄山，因项

目实践需要，注册了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国内外在无人机领域起始

点是一样的，而且无人机在测绘遥感领域

一定会大有作为。”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

2013年毕业后，黄山开始研究无人机领

域，但他大学所修专业与无人机无关，可

以说是行业“小白”。

2014年，对于黄山和泰一科技来说，

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当时，泰一科

技应邀参加东莞松山湖创新创业园举办

的科技创新成果展，公司携自主研发的

“手抛型遥感无人机”参展。“在展会上，产

品得到了惠州市领导的关注和认可，并力

荐我回乡创业。经过深思熟虑，我将公司

落户惠州，开启了一段新的创业路。”黄山

说。

黄山的创业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曾不

被家人理解，也遇到过技术瓶颈和资金难

题。“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整整半年都没有

给员工发工资，当时每分每秒都在思考如

何扭转局面，渡过难关。但团队的不离不

弃，鼓励着我一直坚持下去。”黄山与他的

团队经历了一番“跌宕起伏”，如今，泰一

科技已成长为中国工业级无人机领域的

知名企业，是首批参与制定中国无人机行

业标准的无人机企业之一。

担当：从履行责任到战略布局

疫情暴发以来，黄山带领团队利用海

外平台资源优势，紧急联络采购物资，向

社会各界捐赠医用口罩、消毒液、额温枪

等一大批防疫用品，总价值逾150万元。

同时号召各无人机企业及爱好者，利用无

人机产品进行“空中+地面”立体宣传管

控。因在抗疫工作中的突出表现，黄山被

惠州市政府授予“仲恺好人”的称号。

“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所在，如果不

参与，我们会遗憾一辈子！”说到为何想加

入抗疫队伍，黄山的回答平凡朴实，但是

掷地有声。近年来，泰一科技尝试改变企

业发展战略，将企业服务与国家发展相结

合，将无人机技术、遥感、GPS、GIS和计算

机网络等技术用于灾难应急抢险、数字

城市管理领域。

黄山：从创业“小白”到
争做无人机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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