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世恒言】

中华民族一直是在压

力之下成长、成熟、发

展壮大起来的。

【念念有余】

香港是普通劳动者被

压榨的城市。 这个群

体的命运被套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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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两报一论坛”

马虹玫

企业内刊

，

顾名思义

，

就是企业内

部自办的

，

不具备公开发行刊号的报

纸或杂志

，

对外展示企业形象

，

对内宣

教沟通

。

内刊通常会展示公司业绩

、

重要会议

、

老板的批示发言

；

部门和

员工风采也不能少

，

突出员工忘我工

作

，

以公司为家

，

部门团结协作等正

能量

。

稍微有点规模的企业

，

都喜好

办份内刊

，

对外交流时

，

可谓一册在

手

，

成果丰硕

。

通讯业巨头

、

世界五百强企业

、

总

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公司

，

它的企业内

刊又是怎样的呢

？

华为有

“

两报一论坛

”，

两报分别

是

《

华为人

》

与

《

管理优化报

》。

两份都

是报纸形态

，

均为四版

。

这两份报纸均

早于

2000

年前便已成形

。

老华为人还

记得

，

当年出去见客户

，

带上一份

《

华

为人

》，

宣传公司顺便也给自己长长

脸

。

可以说

，

这份四版报纸还承担着推

广企业形象的功能

。 《

华为人

》

名副其

实

，

倾向于让华为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

身临其境

，

真实刻画

，

以小见大

，

有人

文内核

。

除了两报外

，

华为还有一个网络

论坛

———

心声社区

。

它被誉为

“

华为的

罗马广场

”，

于

2008

年

6

月

29

日正式

上线

。

华为员工自动享有该社区账号

，

可实名或匿名发言

。

外部人士以访客

身份登录社区

，

能浏览部分开放的频

道和内容

。

据统计已有

98%

以上的在

职中方员工访问过该社区

。

2014

年

8

月

，

心声社区全新改版

，

2016

年点击

量超过四亿次

。

心声还推出

APP

以及

微信微博等运用

。

心声社区曾经整合

了原华为行政之窗上的征婚交友

、

跳

蚤市场

、

求租招租等信息

，

但仅对内部

员工开放

。

甭管资深非资深的华为人

，

应该都有一种体验

———

帮亲朋好友到

心声发布征婚交友贴

，

至搬家处理的

二手家具等等

，

在早年的心声社区尤

其抢手

。

心声社区除了实用性功能以

外

，

还设有一个

“

自我批判区

”，

任正非

认为

，

即使大家穿着马甲在上面胡说

八道

，

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渠道和方式

，

华为接受大家的评头论足

。

华为的

《

管理优化报

》（

以下简称

《

管报

》），

则是一份专门对自己内部

“

下手

”

的内刊

。

它承载着诸如华为内

部管理优化

、

管理进步的批判性功能

，

而正是这一点

，

让它在浩如烟海的企

业内刊中脱颖而出

。

2015

年

，《

管报

》

刊登了一篇名为

《

一次付款的艰难旅

程

》

的文章

，

直指华为内部的财务审批

流程太复杂

、

财务人员经常设阻力等

。

该文引来任正非关注

，

发信怒斥华为

财务团队

“

颐指气使

”，

并以总裁办电

子邮件形式

，

发给华为董事会监事会

和全体员工

。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不

少

。

由此可见

，

华为高层对

《

管理优化

报

》

反映问题的反馈速度与重视程度

。

有时候该报整版都是关于自我批判

，

《

管报

》

绝对是企业内刊中的一股珍贵

的清流

。

《

管报

》

用稿要求

，

此处摘录部分

供读者参考

。

该报关注的内容是

，

各部

门和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或值得推广的

经验

，

但主要是曝光问题

，

如能加以探

讨或提出解决之道最好

。

对所反映问

题进行真实客观的描述

，

不偏激

，

不追

求观点的新奇特

。

符合公司的政策

、

文

化导向

。

主题不宜过于宏大

，

要结合本

职工作

、

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谈

。

《

管报

》

不要大鸣大放的文章

，

而要小

鞭炮

（

小鞭炮之说形象生动贴切

）。

其用

稿原则是

，

原文照登

，

文责自负

。

同时也

保护作者的隐私

，

为作者严格保密

。

长久以来

，

企业内刊被赋予的功

能仅为展示或点缀

，

并且就展示功能

而言

，

也是有限的

。

大部分企业内刊

，

只可歌功颂德

，

不可建言献策更不许

直言不讳

。

梳理华为内刊的功能与办

报宗旨

，

或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

除了作

为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和承载工具之

外

，

华为的

“

两报一论坛

”

还具备服务

企业经营管理的工具性功能

。

而这一

条

，

也可为企业内刊的存在挖掘更多

价值

，

探索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

什

么时候

，

企业内刊能改变

“

扔了可惜

，

放着占地

，

员工不看

，

客户更不看

”

的

尴尬境地呢

？

从华为的

“

两报一论坛

”

中

，

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国货当自强，这一次轮到芯片了

傅子恒

中兴事件仍在发酵

，

有一些内幕

似乎还处在扑朔迷离的半遮掩状态

，

最终的谜底似乎还有待揭开

。

但无论

如何

，

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之下

，

这

一事件在这一时点爆发

，

其冲击显然

会让人们联想到两国的贸易冲突与争

端升级

；

也似乎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

那

就是由美国基于其国内贸易逆差争端

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

，

延烧到了技术

竞争

、

技术控制与反控制这个层面了

。

美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领

域对中国公司祭出重手

，

其对中国相

关行业

、

相关公司的影响都是巨大而

令人震惊的

。

影响首先在于

，

它暴露出中国在

一系列高端基础产品

、

核心应用技术

领域受制于人的严峻事实

，

这是整个

中国民族工业的软肋

；

而这一次

，

在

这一软肋上

，

我们的确是被人家打痛

了

。

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

，

中美两

国

，

在许多关键重要领域

，

还存在着

巨大差距

。

芯片是什么

？

它是集成电路的具

体载体

，

它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

，

因其承担运算和存储功能

，

因而是电

子设备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

其应用

范围覆盖了军工

、

民用的几乎所有的

电子设备

，

可以说居于现代几乎所有

核心产业命脉的地位

。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

根据相关统计

，

中国芯片产业的对外

依存度高达

90%

，

尤其是众多高端产

业以及具有广泛市场应用领域的重要

芯片产品

，

几乎完全依靠国外进口

。

2017

年全球芯片行业产值接近

4000

亿美元

。

作为国内第二大通信设备制

造商的中兴通讯

2017

年实现销售收

入

1088

亿元人民币

，

其中国际市场业

务比重为

57.8%

。

美国此次对中兴的

禁令可以立即令其境外业务基本归

零

，

同时将严重挫伤其国内业务

，

并将

导致与其具有业务关系的其他公司的

损失

。

中国在高端核心科技产业存在巨

大差距与受制于人的事实

，

还有互联

网技术应用领域

。

有人说美国对中兴

通讯

、

对中国企业放了一颗

“

高科技原

子弹

”，

此言并不过分

。

美国的一纸技

术禁售令就可以使一个经历二十多年

积累发展起来的民族标杆企业损失巨

大

，

足见技术壁垒差距背景下强者对

弱者打击带来的巨大杀伤力

。

现代竞争最终是科技的竞争

，

中

兴事件再次揭示这一事实

。

尽管是契

约经济

，

现代市场竞争也不可否认地

依然具有丛林性质

，

无需进行意识形

态方面的口水争论

，

无论从国家还是

企业层面

，

要很好地生存发展

，

就需要

持续地创新进步

，

在核心技术领域占

据一席之地

，

才能在国际竞争体系中

占据不那么被动的地位

，

也才可以正

常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

。

由此

，

中兴事件引发的反思在于

，

企业当自强

，

国家当自强

，

警醒之中需

要正视事实

，

继续补课

。

对于国家而

言

，

需要持续推进战略产业升级

，

完善

自己的工业体系

，

在最重要的核心与

高端科技

、

应用技术领域

，

尽快摆脱受

制于人的局面

。

这需要有时代紧迫感

，

但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

，

科技进步

远非一日之功

，

而且越是高精尖的产

品

、

产业

，

越需要时间积累

———

技术

、

人才

、

市场协作

、

体制建设等等方面的

积累

，

技术进步过程中不能盲目躁动

，

也不能闭关锁国

，

需要继续扩大对外

的开放交流

，

向先进学习

，

需永远虚怀

若谷

。

中华民族一直是在压力之下成

长

、

成熟

、

发展壮大起来的

。

我们需要

一如既往地在压力之下保持这种韧

性

。

国货当自强

，

这一次轮到半导体芯

片行业补课了

。

（作者系资深市场研究人士）

【思想如虹】

长久以来， 企业内刊

被赋予的功能仅为展

示或点缀， 并且就展

示功能而言， 也是有

限的。

香港老人

余胜良

一个多月过去了

，

还常常想起在

香港港岛北角地铁站

200

米左右那个

潮汕米粉小店

，

晚上

11

点多了

，

店主

人一边往嘴里扒饭

，

一边警惕地盯着

路人

。

进店门两侧隔起来两个玻璃房

工作台

，

他在右侧那个

，

空间狭小

，

只

可以站着转个身子

。

煮好的牛肉摞在案头

，

还有各种

已经加工好的熟食

，

客人点了菜传到

他这里

，

只需要切好摆在可快速加工

好的粉

、

面上即可

，

切菜时

，

他身子有

节律地下压

，

就像有鼓点在催着他

。

他头发花白

，

60

岁以上

，

认真工

作的模样就像这个工作是他的宗教

。

在香港会展中心附近的君悦酒店

门口

，

两个老人穿着制服

，

用小便笺本

子记着顾客要达到的地方

，

和出租车

司机沟通

，

然后快速调配人车

，

动作娴

熟态度专业

，

显示出这个工作给他们

带来的自尊

。

在香港

，

经常会看到上了年纪的

大厨

、

上了年纪的传菜员

，

要说和内地

不一样的地方

，

那就是他们都非常干

净

，

干净的衣服

、

干净的脸

、

干净的神

情和动作

。

香港那些街头小饭店

，

只要能存

活下来的

，

就有独特之处

，

香港发展旅

游业

，

游客旺

，

有些老牌饭店无法支付

租金倒了下去

，

能生存下来一定是经

营能手

，

比如上述这家店

，

价格不贵

，

粉面之上覆盖的牛腩块又非常之大

，

为我所见最大

，

估计

40

倍于内地兰州

拉面之牛肉面的肉量

，

价格还不到

40

港币

，

吸引了很多常客

。

还有一些店面

为了提高营业额

，

晚上两点也不休息

。

香港租金贵

，

但人口也集中

，

工

作

、

生活的范围有限

，

店面生意也容易

好

，

顾客多了才能赚回来租金

，

但同时

租金也已考虑了顾客多这个因素

。

从深圳到香港旅游的

，

常常觉得

香港令人紧张

，

等回到了罗湖关口

，

就

长松一口气

，

一下子气定神闲

。

二三线

等城市到深圳的也会有这种感觉

。

在香港

，

店家不能松懈

，

如果稍有

怠慢

，

就会被别的店家淘汰

，

或者被外

籍劳工替代

。

晚上

12

点多

，

在北角一

个菜市场开来一辆大货车

，

两个外籍

劳工从车上往下搬货物

。

东南亚多少

物美价廉的劳工

，

他们在香港获得的

收入很有吸引力

。

还有北角地铁站

C

出口不远处

，

一个只有

4

平米左右的

小店面

，

店主人来自泰国

，

提供简单的

宵夜

，

傍晚开业到凌晨收摊

。

在这里

，

别人愿意更低价格和你竞争

。

在中国见不到这么多职业老人

，

大城市里没有老人的工作空间

，

大多

只能做清洁工

，

连清洁工也有年龄要

求

。

广场上也有一些老人在跳舞

，

即使

在全世界范围内

，

他们也是非常幸运

的一群

，

他们为国家做了贡献

，

可以享

受国家带来的福利

。

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退休群体

，

或者是国家公务员

，

或者是企事业员

工

，

或者是普通的工人阶级

，

退休后收

入还在蹭蹭往上涨

，

比还在工作的人

涨得还快

。

这个群体年龄也不算大

，

依

然很有活力

，

忙着旅游和社交

，

过得很

滋润

，

还能资助一下子女

。

中国劳动力群体庞大

，

交社保人

数和金额都在提高

，

缴纳的部分给现

在退休的人发工资

，

现在交社保的主

力退休之后

，

领退休金的人多

，

贡献退

休金的人少

，

就没那么幸运了

。

中国吃苦的老人们在农村

。

我的

外公外婆

，

都已经

80

多岁了

，

还要自

己做饭

，

还要劳作

，

帮亲人摘花生

、

摘

辣椒等

。

但他们不用像香港这些老人

那么忙

，

他们农忙季节才会这么紧张

，

平时还是神情放松的

，

节奏缓慢的

，

他

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

不用算细账

。

反

正以后还有农活可干

，

不会富但也穷

不死

，

不会有被社会淘汰的切肤之痛

。

香港是一个奋斗者的城市

。

如果

不努力就赚不够房租

，

或者还不起房

贷

，

人们赚的钱源源不断缴到房东手

中

，

从这个角度看

，

香港是普通劳动者

被压榨的城市

。

这个群体的命运被套

牢了

。

同样在北角

，

看到许多疗养院

，

这是老年人去的地方

，

就跟电影

《

桃

姐

》

演的那样

。

人们在这里赚钱

，

也将

青春埋葬在无休止的劳动中

，

连中年

和老年也要被埋葬

，

一生无休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杀威棒

木木

一部

《

水浒

》，

不但

“

投降

”

二字写

得好

，

而且还写活了一支

“

杀威棒

”。

这

支棒子

，

出现的次数特别多

，

耍得也特

别活灵活现

；

许多重要角色都和这支

“

杀威棒

”

发生过关系

，

宋江

、

卢俊义

、

林冲

、

武松

、

朱仝

……

据牢头儿们说

，

这个

“

杀威棒

”

制

度

，

是当年

“

太祖武德皇帝

”

定下的规

矩

。

不过

，

有好事的专业人士考证

，

宋

太祖赵匡胤的开国年号是建隆

，

虽然

后来心血来潮改过两次

，

但一为乾德

，

二为开宝

，

就从来没拿

“

武德

”

配过年

号

。

后来

，

匡胤帝在玩儿过

“

烛影斧声

”

的小游戏之后就驾鹤西归

，

谥号

“

英武

圣文神德皇帝

”，

虽然其中有

“

武

”、

有

“

德

”，

而且他老人家也确实是凭武力

发动政变当上皇帝的

，

但当时的小卒

、

小民

，

似乎不应该如此简呼自己的先

帝

，

忒有点儿无礼了

。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

，

唐高祖李渊

当年定年号

“

武德

”，

因此

，“

太祖武德

皇帝

”

应该指的是李渊

，

所以

“

杀威棒

”

制度应该是李渊的杰作

。

为此

，

专家还

举了

《

说唐

》

里的情节做注脚

，

说早在

唐朝

，“

贼配军

”

就享有杀威棒的待遇

了

。

不过

，

李渊的庙号是

“

高祖

”，

与

“

太

祖

”

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点儿区别的

，

对特别注重礼仪的古人而言

，

似乎不

应该把两个

“

祖宗

”

搞混喽

。

就此而言

，《

水浒

》

中对

“

杀威棒

”

制度出处的记述

，

还是有点儿瑕疵的

，

当然

，

这个

“

瑕疵

”

也很有可能是作者

刻意为之

，

故意糊涂着写

，

既省了费时

费力地考据

，

又能

“

一

‘

棒

’

打两朝

”，

顺

带着还能含沙射影地揭刺一下

“

当

朝

”。

这倒也有很大的可能

。

但别管怎

么说

，“

杀威棒

”

制度被安置在

《

水浒

》

的诸多场景中

，

倒是毫无违和之感

，

浑

然天成

。

别管是唐朝的制度也好

，

宋朝的

创举也罢

，

抑或是当朝的安排也行

，

反

正这是一个大家见怪不怪

、

习惯成自

然的

“

制度

”，

那就一定有其现实的合

理性

。

被打的

，

自认倒霉

，

打了也就打

了

；

打人的

，

也心安理得

，

打了也就打

了

。

当然

，

想不被打也行

，

只要使些银

子即可

，

而且所费不多

，

关节处

“

五两

”

就够

，

明码标价

，

公道得很

。

对双方而

言

，

简直就是一个双赢的不二之选

，

前

者免了皮开肉绽之苦

，

后者也省了气

力

、

免了心肝之火妄动对健康的损伤

，

还能赚点儿零花钱

。

正所谓

“

制度是死的

，

人是活的

”，

活人哪能让尿憋死

。

在这一点上

，

千年

前的古人在今人的眼里倒都个个新鲜

活泼得很

，

在具体的操作手法上

，

居然

没有一丝半点儿的古董气

。

你看啊

，

背

地里使完银子

，

明面上也不能让制度

为难

，

只要讨个软儿

，

告个病假

，“

杀威

棒

”

虽然绝不能免

，

但却能

“

先寄下

”，

至于什么时候再打

、

乃至怎么打

，

那就

是更灵活的后话了

。

真是个皆大欢喜

的结果

。

这种人情

、

制度兼顾的灵活性

，

当

然还有更妙之处

，

即角色可以互换

，

有

朝一日

“

贼配军

”

突然发了迹

，

登堂入

室当了官儿老爷

，

当然也就天然有了

让别人也尝尝

“

杀威棒

”

的权力

，

而这

个别人

，

或许还是那位昨天高高在上

打了或想要打

“

杀威棒

”

的老爷呢

，

那

似乎就更解气

。

既然是一种约定俗成

的制度

———

或者说游戏也行

———

角色

互换之后

，

新任的

“

贼配军

”，

当然也没

什么好怨天怨地的

。

“

杀威棒

”

制度能延续上千年

，

说

明这不但是一个很有效的制度

，

而且

也是一个因有效而特有生命力的制

度

。

不过

，

也用不着为千年前的老祖宗

格外自豪

，

类似的制度全世界哪儿都

有

，

人与人之间管用

，

国与国之间也屡

试不爽

。

就此而言

，

在这个世界上

，

人

就都差不多

；

即使有什么人的想法儿

、

做派让人看了犯糊涂

，

但只要按了人

情世故琢磨琢磨

，

肯定也没什么高深

之处

；

想明白这一点

，

应对之法那就多

得是

。

而人的悲剧性特征

，

也因此表现

得格外凸显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杀威棒” 制度能延

续上千年， 说明这不

但是一个很有效的制

度， 而且也是一个因

有效而特有生命力的

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