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工男”的执着

技术，是绝大多数中国光谷人创业的关键
词。

1999年，36岁的黄立按捺不住创业冲动，
决定从一家研究所辞职下海创业。

放弃安稳优厚的工作，自砸铁饭碗，这让
一些人十分不解和反对。但身为大学教授的
父亲却坚决支持，因为他知道在北京中关村，
已有很多科研人员携技术下海创业。

理工科出身的黄立有着敏感的“技术嗅
觉”。看准红外热成像技术的应用前景后，他
怀揣30万元全部积蓄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创立了高德红外公司。

两年后，武汉东湖高新区被批准为国家光
电子产业基地，被誉为“中国光谷”。

因“光”创业的黄立有着典型“理工男”的
执着和专注。创业伊始，困难不断，他既是老
板，又是推销员，还是研发生产一线工人，经常
背着百余斤的设备箱到处跑。但他始终坚定
方向，带领团队，专注于红外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政府给过很多政策，包括地皮，但我从不
用来赚快钱。”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
高德红外“一战成名”。公司迅速开发出智能
型红外自动搜索测温系统，具有对大范围人群
的自动搜索与预警功能。

面对随时被感染的危险，身为党员的黄立
带领团队，深入机场、码头和火车站，安装测试
设备，为精准检测、切断传播源起了重要作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在疫情初
期，病例激增，及时甄别感染患者尤为重要。
这一次，公司的党员职工又主动站了出来。

“最危险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黄立
说，由高德红外生产的两万多台热成像测温系
统安装到包括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以
及全国20多个地区的医院、车站、机场等人流
密集场所及大型企业、学校。

如今，高德红外已构建起一条从上游红外
核心器件到红外武器装备系统全产业链，其制
冷红外探测器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掌握了
重要话语权。

创新一直是中国光谷人最为自豪的“基
因”。正因为无数像黄立一样的人的坚持不
懈，中国光谷拉出我国第一根光纤，建成我国
最大的光电子产业集群，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
球光电子产业竞争的主力军。

“草根逆袭”的梦想

时光倒回至 42 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改革开放之风吹进荆楚大地。28 岁的湖
北枣阳小伙儿谢元德敏锐意识到机遇来临。

1979年5月13日，谢元德带领6名乡亲按
下手印入股，在枣阳王城镇的一块空地上搭起
简陋的工棚，办起湖北第一家农村联合体企
业，从事农机具维修等业务。他们用那天的日
期给企业命名——“513公司”。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谢元德为了证明自己
不是“走资派”，特意请老先生在工棚前空地
上，用油漆写上几个大字——“为四化建设出
力，为人民造福流汗”。即便如此，工商部门还
是多次下达“封令”，最后又派人来“封门”。

“他们来了发现，说是公司，实际只是个草
棚，连门都没有。”谢元德说，当天，不少农民闻

讯赶来为公司撑腰，“不管怎么说，公司为农业
生产提供了便利。”就这样，513 公司活了下
来，业务范围也拓展到电器开关，还搬到县城，
改名为“盛隆电气集团”。上世纪80年代初，
谢元德脱下布鞋大褂，穿上西服皮鞋，成为远
近闻名的先进工商人物。

当地政府领导登门拜访，询问企业发展需
要哪些支持。谢元德开口就说，“我想入党。”
听到这个回答，一行领导都很震惊，但一名县
委副书记很快就接过话“坚决支持”。

就这样特批入党的谢元德干劲更足了。
1993 年春天，武汉东湖高新区刚刚获批

首批国家高新区。谢元德意识到新的时代到
来了，他将企业搬到这个高新区，并且面向全
国招聘高新技术人才。

如今，谢元德创办的企业已经从昔日乡野
草棚里走向全世界，嬗变为业务遍布全球 30
多个国家、产值过100亿元的大型高新技术企
业，成为我国用户端智能配电行业龙头厂商。

“草根出身的我，从农村来到大都市，很快
融入这里，被这里的文化所包容。”谢元德说，
在这个原先只讲武汉话的城市，越来越多像他
一样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口音，怀
揣不同的梦想。

正如谢元德所说，中国光谷，基础在光、发
展在谷。“光”是支柱性产业，而“谷”则是与之
契合的文化和价值观。

时代印记的使命

与黄立、谢元德等老一辈创业者不一样，
“85后”创业女青年李萌身上不仅继承了前辈
的创新勇气，更承载着时代印记的使命感。

6 年前，出身于医生世家的她发现，传统
多级批发的药品流通模式效率不高，层层转销
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当时，全国上下正掀
起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李萌找
到好友商量，决定在中国光谷创办武汉小药药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挑战固有的
医药供应模式谈何容易。创业初期，李萌和她
的团队一年到头在外跑业务，常常是苦口婆心
说了两个小时，客户却不为所动。

“我宣称要打造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医药互
联网公司，但我们只有 5 个人，自己都觉得像
是骗子。”李萌笑着说，经过他们一番苦口婆心
的讲解，客户终于心动了。慢慢地，“试试看”
的客户越来越多。如今，小药药公司已服务全
国超过30万家终端药店及基层诊所。

去年疫情伊始，听闻火神山医院建设消息
后，李萌迅速与医院承建方中建三局取得联
系，组织人员连夜盘点防疫物资库存、筹集资
源，第二天就将大量的防护和消毒物资送到火
神山医院建设工地。依靠完善的全链条体系，
小药药公司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公
司推出的“网约口罩”服务，让湖北人民足不出
户买到 3 亿只口罩，还向湖北省内各大医院、
社区、药店累计捐赠物资300多万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萌说，他们
创业的初心就是让老百姓吃上便宜药、放心
药，尽一己之力为社会作出贡献。

李萌讲出了中国光谷创业人的心声。已
过“而立之年”的中国光谷，正在向着建成“世
界光谷”的使命阔步前行。

新华社武汉4月8日电

一样的激情在燃烧
——感受中国光谷企业家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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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更关乎一方
百姓的生存与发展、脱贫与致富。

翻开陇中旱塬的历史长卷，仿
佛大自然在这里只留下了两个字：
干旱。

这里大部位于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地形起伏，河谷纵横，支离
破碎。纵然有洮河、渭河、泾河等黄
河支流穿过，但水低地高，生活在
山上的百姓吃水困难。

陇中百姓流传的花儿民歌，也
在诉说缺水之苦：“尕鸡娃没叫者
起来了，一桶水背回者天亮了。”

“小时候放学，第一件事不是
写作业，而是拎着水桶去村东头的
水沟排队刮水。”56岁的陇西县焦
家湾村村民景映山依然记得与水

“抗争”的艰苦日子，等大人们忙完
地里的活，有时候水桶还刮不满。

缺水的故事讲不完。干旱缺水
成为陇中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提升的最大制约。

引水上山，方解陇中之渴。旱
塬几代人翘首以盼。

可引水上山，哪有那么容易？
陇中旱塬位于青藏高原与黄

土高原的接合部，这里群山环绕、
沟壑纵横、地质结构复杂。1958
年，甘肃曾启动过引洮工程，但因
当时技术、经济等条件所限，被迫
于1961年停工。

时隔近半个世纪，2006 年再
度上马的引洮工程一度因含水疏
松砂岩地质构造，导致施工隧道涌
水、涌砂，竣工期限一再延后。

一项数据可表明引洮工程之
难：长达 110.47 公里的引洮总干
渠，超过87％是隧洞。

困难挡不住建设者的步伐。
“涌水，我们就用抽水机昼夜

不停地往隧洞外抽水；涌砂，我们
就用冻结法，把水砂变成冻土，一
步一步掘进。”回想过去，曾参与引
洮供水一期工程总干渠 6 号隧洞
施工的胡建斌仍然激动不已。为了
赶工期，很多工友和他一样，在工
地上连续度过了6个春节。

49岁的胡建斌是定西市渭源
县上湾镇常坪村村民，引洮供水一
期工程招工时，他在村里第一个报
名，当时工资一天只有25元，不足外
出务工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一想到
小时候看见村里老汉到几公里外挑
水，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胡建斌
说，这种记忆挥之不去，也是他坚决
到引洮工地上的最主要原因。

在工地上，最担心的是落石。
胡建斌说，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沿线
多是高山深沟，时常有风化的山石
砸落。有一次他前脚刚刚离开工地
居住区，就有乱石落下，砸坏了他
的配件箱。

就在这样复杂、恶劣的施工环
境中，引洮工程却始终保持施工零
死亡。“安全生产、保质保量，这是
我们‘引洮人’在建设中最基本的
要求。”胡建斌说这话时特别坚定。

2014 年 12 月末，陇中旱塬
百姓企盼了半个多世纪的圆梦工
程——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终于通
水。这个甘肃规模最大、施工难度
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了陇
中300多万人的吃水问题。

“通水那天，村里鞭炮齐鸣，不
少人喝醉了。”景映山说，当时 78
岁的老母亲舀了一碗洮河水，轻抿

一口，喜极而泣地说“这水真甜”。
通水改善了陇中百姓的吃水

环境，更重要的是引来了产业发展
和脱贫增收的“活水”。

过去只养了一头耕牛的景映
山，如今成了焦家湾村的养牛大户。

“目前存栏 6 头西门塔尔母牛和 6
头育肥牛。”景映山咧着嘴笑着，如
今一年收入差不多 10 万元，去年
家里还在陇西县城买了套楼房。

“牛喝水厉害着呢，一头牛一
天要喝 50 斤水。”景映山说，不过
他再也不担心水的问题了，而是琢
磨着如何再扩大养殖规模。

焦家湾村是陇中旱塬的一个
缩影。在定西市渭源县，引洮水种出
了产自南方地区的金丝皇菊，把昔
日穷山坳变成了“鲜花乡”；在定西
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口村，引洮
水让旱地变菜地，旱农变菜农……

“引洮人”的事迹和不畏艰难、
甘于奉献的精神继续激励着陇原
人们接续奋斗。

引洮供水一期工程通水后，胡
建斌被当地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
聘任为技术员。从建设者到守护
者，胡建斌至今仍守护在引洮工程
沿线。他与“引洮人”的故事还感染
了他的 3 个孩子，“如今大女儿在
当地水利水电工程局工作，还有两
个孩子在甘肃省内的水利水电学
校学习。”胡建斌笑着说。

水通了，关键是用好水资源。
这两年，曾因缺水闻名的定西市

安定区鲁家沟镇，建起了1100亩节
水农业示范基地，繁育马铃薯种子。

“引洮水为旱塬‘解了渴’，但
节水农业才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基地负责人李聚东说，在甘肃省农
业农村厅项目支持下，他发展起水
肥一体化的节水农业。现在，一亩
马铃薯种子的产量比用大水漫灌
方法增产了30％以上。

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建成通水
以来，已走过 6 个春秋。从“苦焦”
到“甘甜”，从“排队刮水”到“产业
活水”，陇中旱塬正展现勃勃生机，
孕育希望。

记者从甘肃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了解到，2015年8月启动的引洮
供水二期工程已进入最后施工阶
段，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水，届时
将彻底解决甘肃六分之一人口饮
水问题。 新华社兰州4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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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市郊外的从武汉市郊外的““电子一条街电子一条街””，，到蜚声国际的中国光谷到蜚声国际的中国光谷。。3030多年来多年来，，一一
代代创业者薪火接力代代创业者薪火接力，，将中国光谷建成全球知名光电子产业基地将中国光谷建成全球知名光电子产业基地。。

记者日前走访三位中国光谷的企业家记者日前走访三位中国光谷的企业家，，探访他们的创业关键词探访他们的创业关键词，，回忆那些回忆那些
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如今仍在中国光谷真实上演如今仍在中国光谷真实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