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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技术应花大力气搞
“咱们荣事达是靠着洗衣机起家

的，你们年轻人有想法，有干劲，把‘多

元化’做的也有声有色，不错！”

看到荣事达太阳能博物馆里的零能

耗住宅模型，老先生上上下下、里里外

外，仔细打量了好几圈。陪同者介绍，面

前的这个建筑模型，冬天可以采暖，夏天

可以制冷，热水即开即用，甚至发电也可

以自给自足，而且这一切都来源于免费

的阳光和空气。技术的进步既避免了燃

煤发电对自然能源的破坏，又避免了空

调工作的温室效应，既节约了建筑成本，

又保持了视觉的美观大方。在国家的环

保能源战略规划中，零能耗住宅科技的

应用实施已经日益深入人心。

安享晚年的陈荣珍平日里也经常出

门遛遛弯、钓钓鱼、打打牌、会会友，这十

年来环境的恶化他也深有体会，气候失

常，雾霾风沙，PM2.5等等，老人常常怀

念年轻时候，虽然物质清贫，但是气候环

境好，人们的身体也比现在健康得多。

“企业就是要生产满足国计民生需

要的产品，这是企业的天职。这些年我

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了，像这样的绿

色环保技术，应该花大力气好好搞，用

心搞，把市场铺开，早点让老百姓再见

到十年前的绿水蓝天。”

现在的产品创新真是不得了
听说这两年刚刚兴起的智能家居

在荣事达也有一个模拟展厅，陈荣珍迫

不及待要去实地操作一番。轻轻触碰

下手机，窗帘自动关闭，灯光同步打开，

空调开始工作，悠扬音乐旋律缓缓飘散

开来。

用手机就能远程遥控家里的电器、

安防措施、影音设备、可视对讲，需要的

时候还可以监控室内屋外环境，短短三

十年，科技发生的巨大变化让老人不胜

唏嘘。

看到集成橱柜产品上采用的宝马

触控技术，陈荣珍感到分外新鲜，“这是

那个宝马车的技术？也能用来放在这

儿？这个嫁接做的好！”

随行人员告诉老先生，现在荣事达

第六工业园为世界30多个国家做洁身

器（智能马桶盖）的代加工，老人非常惊

讶，“真的？看来我们的技术比他们还要

好啊！荣事达的精气神还在！真好！”

“现在的产品结构真是太丰富了，

技术也比我们当年高的太多了，还是年

轻人头脑灵活，你们千万得注意，技术

无止境，品质要保障。当年我们跟日本

人研究洗衣机时候，遇到不懂的技术难

关，哪怕几天几夜不睡觉都要把它给吃

透。精品是用心研究出来的，要不怎么

可能国家领导人都点名要用啊”，谈起

过往，陈荣珍依然神采飞扬，引以为

傲。在场的人们都明白，老人追忆过

去，是为了让后人更好的放眼未来。

感谢继承事业 祝福头角峥嵘
小家电、净水机、空气能、电动车

……一种又一种产品看过去，时间不知

不觉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77 岁高龄

的陈荣珍依然兴致勃勃。

“现在企业效益怎么样？产品市场

反映怎么样？品质管理怎么控制？今

后的战略又是如何规划？”

一连串实打实的问题抛出，年逾古

稀的他似乎从未离开过市场，企业掌舵

人的风范跃然而出。

老人得知，好几个产品都取得过市

级、省级、国家级高新技术证书，每年都

有一百多项技术专利产生，销售网络遍

布国内国外，全国员工数量超过了几万

人，最近正计划筹建一个国家级智能家

居家电产业基地项目，这些消息让老先

生十分开怀。

“从创牌成功开始，荣事达就不断

迎来各种风吹雨打，穿梭各种峰谷浪

尖，道尽坎坷，历尽沧桑，今天品牌还能

在这里继续扎根生存、发展壮大，我很

高兴，很激动，也很欣慰。”

“深深地感谢你们，无畏继承了这份

事业；真诚地祝福你们，再次头角峥嵘！”

短暂的旅程已然结束，殷切的话语

犹在耳边。感谢，是老人对事业的不

舍；祝福，是前辈对后人郑重的嘱托。

铸就辉煌十八载 再现峥嵘看后生
2016年春节前夕，一个充满和煦阳光

的冬日午后，一位衣着朴素、精神矍铄的老

人乘车来到位于“中国家电产业基地”合肥

北城的荣事达第六工业园。这位身材瘦削、

两鬓斑白的老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走停

停，充满感慨与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生机勃勃

的企业，每到一处都会与身边的陪同者热切

地交流着什么。

没人会想到，30年前，就是这位老人，

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在一没资金、二没技术

的情况下，硬生生把一个半死不活的街道办

小厂救活并壮大；就是这位老人，用了十八

年的时间，以斩钉截铁的意志，带领团队破

茧成蝶，硬生生在中国爆发式地开创出一个

如雷贯耳的品牌并长期捍卫了行业前三的

宝座；就是这位老人，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在

国人都对资本运营这个概念一无所知的时

候，硬生生用吃螃蟹的精神融资、兼并、重

组，让企业资产瞬间盘活并接连翻倍，羡煞

了众人……

是的，他，就是中国家电一代枭雄，荣事

达品牌开创者，陈荣珍。

自2002年退休之后，对于曾经倾注心

血的荣事达，陈荣珍依然十分关注，虽然他经

常跟人强调“这事情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

荣事达的每一次事件，每一场变革，老人都了

然于胸。30年后，重新站在这个陌生又熟悉

的企业中，望着激昂奋进的新一代接班人，昔

日的企业掌舵手情怀依旧，感慨良多。

因为一次偶遇，孤寡老人从此
成为他日夜牵挂的人群。5 年多
来，他带领 1600 多名热心市民和
爱心网友，行程大约 13000 多公
里，面对面走访孤寡老人、贫困家
庭，捐助老人1300多人次、贫困学
生300多人次。

陈虹是宿松百姓论坛的创始
人，1998年，他与宿松小孤山的法
师去贫困山区扶贫，偶遇一些孤寡
老人，看见了他们艰难的生活，当
时就想，“如果我有能力或有机会，
我将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

由于喜欢写东西，经常上论
坛，结识了很多网友，一次偶然的
机会，陈虹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
来，得到了大家的大力支持。于是
他第一个捐款600元，利用周末时
间与文友一行采购了大米和食用
油送到山区那些孤寡老人家中，回
来后将随手拍的照片发到论坛，一
下子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和参与。

2010 年 10 月，宿松百姓论坛
爱心协会成立了，将爱心捐助群体
定位于没有住进敬老院且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和贫困

学子、弃婴孤儿以及一些残疾儿童。
成立5年多时间里，宿松百姓

论坛爱心协会这样的救助有很多很
多。陈虹等人的坚持，赢得了社会
的认可，也吸引了更多的爱心人士
加入团队。5年来，陈虹带领1600
多名热心市民和爱心网友，行程
13000多公里，面对面走访孤寡老
人、贫困家庭 674 户，贫困学生 69
人，捐助老人1300多人次，贫困学
生300多人次，实行全额资助学生
32人。 星级记者刘海泉文/图

星报讯（檀志扬 星级记者 刘海泉） 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牵动着基层干部
群众的心。

2月1日，午饭后，在怀宁县平山镇大洼
社区司山村民组种粮大户程国才家院落里，
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负责人兼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程方顺，种粮大户潘邦生，
社区支部书记胡斌，农民程丙奎、产百送，分
管农业副镇长丁江波一行带着报纸上全文
刊登的“一号文件”，来到他家，聚到一起聊
起了农村“强、富、美”。

“小程，去年收成不错吧。”刚落座在板
凳上，丁江波打开了话匣子。

“还算可以，多亏了技术和好政策的帮
忙。”程国才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他扳起
手指算起了账，“去年我承包的 1100 亩稻
田，其中粳稻 300 亩、籼稻 400 亩、杂交稻
400亩，一共收了168万斤，除去购种、田租、
农药化肥等费用，净收入有30万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农产品初
加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
培育一批农业领军企业和国内外知名品
牌，这是对我们提出了高要求啊。”

“丁镇长把中央一号文件学得很透呀，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说到这里，大家会心地
笑起来。

“我们公司去年加工大米5万吨，与268
家社员签订优质粮收购订单、风险承诺协
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对农业产业化企
业和农业合作社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
的扶持政策，这对我们是利好消息呀”。程
方顺接过话说道。

“如今我是‘一分不投，风险一点不担’，
挣钱顾家两不误。”说这话的是农民产百
送。他把自家的 4 亩多土地流转给了种植
大户，一亩地一年租金 500 元，他又在镇里
工厂上班，一年收入 2 万多元，更重要的是
还能照顾家庭。

小小的农家院里，一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从一次偶遇到爱心领头人
农家院里齐赞“一号文件”

神搭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