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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者简介：
高亚民，53岁，叶县人，平顶山鑫泽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鹰城5G

通信产业探路人。

归根者感悟：
感谢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感谢高新区政府对企业的服

务与支持，让我坚定了返乡创业的决心。我一定尽己所能，做好鹰城5G通
信的基础建设工作，填补5G塔杆生产、安装的市场空白。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才
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
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助
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的人
才‘归根’工程让我迈出建设家乡的
第一步，我一定不负所望，为鹰城
5G产业发展贡献力量。”1月 17日，
在高新区凤翔环保科技工业园内，
平顶山鑫泽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高亚民说。

异乡功成 仍念故乡月明

高亚民老家在叶县，18岁开始
在遵化店镇粮所工作，后来接触板
材生意，积累一些经验后，“想到外
地闯一闯”。于是，他来到郑州自主
创业，开始承接建筑工程。

经历了异地创业初期的艰难打
拼，高亚民摸清门道后，接到的工
程规模越来越大。“当时建筑业属
于爆发期，项目多得接不完。”高亚
民凭借自身硬实力参与招标，在西
藏、海南等4个省份建了多个星级
酒店。

月是故乡明。随着年纪增长，
高亚民归乡之情渐浓。在朋友曹景
泽的带动下，他回到高新区，看准
5G产业强劲的发展潜力。“高总在
外面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咱平顶
山也不差，高新区有着良好的营商
环境，政府服务意识很强。”曹景泽

说道，他常年在高新区经
营一家环保科技公司，享
受到政府部门细致、周到
的服务。就这样，二人从
朋友变成了合伙人。

立“杆”见影 助推5G发展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要加快5G网络和千兆光网建设
速度。高建民和曹景泽经过考察
后，发现目前平顶山的5G产业还存
在发展空间，尤其5G塔杆存在市场
空白，决定抓住这个发展契机。

确定方向后，高亚民前往河北
等地考察学习相关技术，迅速形成
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并得到了高
新区政府的肯定和支持。目前，鑫
泽智造公司在高新区试装了4根5G
塔杆，覆盖区域网络增速效果显著。

据了解，目前现有的5G塔杆是
人工制作搭建，耗时长、操作难度
大，搭建一根需要一周多时间。“若
利用自动化厂房、机器人进行智能
化生产安装，一周能建好2-3根。”
据高亚民介绍，人工搭建5G塔杆最
困难的环节是焊接。“塔杆非常高大
沉重，需要提前生产好各个部件，再
一层层焊接安装。不同部件衔接处
内侧空间十分狭窄，工人很难进入
操作。我们公司借助机器人完成，
既精准又高效。”

自去年成功立项后，鑫泽智造
公司便紧锣密鼓地进行5G塔杆生
产准备工作。“疫情导致部分原材料
运输路径中断，工厂暂时停工。等
疫情消散，便可继续推进塔杆生
产。”据高亚民介绍，公司计划投资
5000 万元，在高新区建智能化厂
房，生产、加工、安装5G塔杆，填补
市场空白，助推鹰城5G通信产业长
远发展。“有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
工程的支持，公司会发展得更好。”

高亚民：

勇立潮头
助推鹰城5G发展

□本报记者 曹晓雨 文/图

归根者简介：
张德红，46岁，平顶山市德智翔鞋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从事鞋

面加工，是叶县洪庄杨镇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曾在叶县第一届创业创新大赛
中获得三等奖。

归根者感悟：
怀着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作贡献的想法，我回乡创业。市委组

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搭建了好的平台，叶县县委、县政府也提供了很
多便利，我将和家乡父老一起努力，打造一张属于鹰城本土企业的名片。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归
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才智慧，
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行动，
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助乡推动
鹰城发展。“特别感谢市委组织部的
人才‘归根’工程为我回乡创业提供
了平台，我将持续做大做强企业品
牌，努力为家乡发展作出更多贡
献。”1月20日，叶县洪庄杨镇的市德
智翔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内，数百台
缝纫机嗒嗒地转动，工人们在熟练
地裁料、黏合等，整洁有序的车间内
一片忙碌的景象，查看生产情况的董
事长张德红说起自己的回乡创业路，
信心十足。

富而思源 回家乡办公司

23岁时，张德红跟着家人一起加
入前往广东打工的队伍中。虽然日
子艰辛，但张德红勤奋好学、吃苦耐
劳，渐渐从一名打工仔成为厂里的总
经理，并掌握了全套制鞋技术。

张德红家族自主创办了中山奕
翔鞋业公司，主要生产森马集团旗下
Balabala童鞋，为李宁、安踏、NB、足
力健等多家国际国内知名鞋企代工，
深得业界好评。特别是张德红的大
哥张绍红，有着多年台资管理经验，
是Balabala、红蜻蜓、迪士尼、巴布豆
等品牌的一级代工商。

在外奔波多年，张德红和家人看
到家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已
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挣钱不
得不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家，心里很不
是滋味，一直想把资源整合，回乡建
设规模化的鞋业加工园区，让外出务
工人员在家门口实现致富梦。

此时，叶县县委、县政府陆续出
台各项优惠政策，用亲情招商，以服
务留商，吸引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
业。而洪庄杨镇有不少外出务工人
员曾在南方一些鞋厂工作，经过多年
锻炼已经成为熟练的鞋类加工技
工。张德红和家人商量后，凭借长
期积累的企业经验和人脉资源，带
着技术和资金，在距离洪庄杨镇区
约2公里处，筹建德智翔鞋业有限公
司，年产各类鞋子 150 万双，产值
2000多万元。如今，有400多个工人
在该公司就业，月工资 3000 元至
7000元。

壮大企业 打造“中原鞋城”

由于产品做工精良、款式新颖，
张德红鞋厂的订单源源不断，不少大
品牌想与他合作，但公司现有规模已
经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张德红萌生
了建立鞋业“王国”，把周边的鞋业资
源全部整合起来，拉长生产链条的想
法。

得知张德红的发展规划，洪庄杨
镇积极对接、协调，决定建设一座 2
万多平方米的鞋帽加工园区。目前，
该项目一期规划已经完成，计划建设
厂房、办公楼、员工宿舍等。建成后，
能招收 3000人同时进厂务工，年销
售额突破4亿元。

“家乡创业心踏实。”张德红直白
地道出了回乡创业的心声
和感受。他说：“在市委组
织部人才‘归根’工程的支
持下，我会尽自己最大努
力，把公司发展壮大，打造
一座未来的‘中原鞋城’。”

张德红：

富而思源
回乡建鞋业“王国”

□本报记者 燕亚男文/图

张德红正在查看样板鞋 高亚民在办公室查阅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