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A06 2014年11月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陈多 美术编辑 林婕共青团

梦想、持续创新、坚持、分享———

是徐超这一路走来的成功秘诀。一个

创业的梦想，让他选择在而立之年

“ 从头开始”，一个成功的梦想，让

他为自己的事业列了四个“ 五年计

划”：五年打好基础，五年崭露头角，

五年中流砥柱，五年行业翘楚。“ 我

的目标是，成为行业内受人尊敬的

企业。”

中国产业创新最具影响力年度

新闻人物、2008年上海十大青年创业

先锋⋯⋯在海阳的会议室里摆放着

很多奖项，同时徐超还是多个社会团

体、协会的骨干成员。或许，在很多人

看来，海阳的江湖地位早已无可动

摇，徐超就是成功企业家的代表。但

作为当事人却更愿意接受“ 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说法。“ 商场

如战场，有标兵、有新兵，还有追兵。

我们在这一刻是标兵，但只要我们停

下前进的脚步，就会被新兵超越，被

追兵围剿。所以，我们要不断创新，持

续创新。”

如果说，创新是“ 质”的突破，那

么坚持就是“ 量”的积累。一路走来，

徐超用“ 坚持”与“ 妥协”这两个看

似矛盾的词来概括，“ 坚持就是持之

以恒。我的个性就是耐得住寂寞，任

何事情，只要认准方向就坚守下去，

不连续做上三年，没有资格退缩。但

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还得善于妥协，

至刚易折，所以要刚柔并济。”

“ 公益先锋”、导师徐超：
不管别人怎么说，找准方向走下去

只要你挖得足够深
每个行业都是金矿

他，放弃了进机关工作的机会，

却一头扎进医院后勤服务行业，干起

了保洁、保安、护工这些不需要很高

的技能，在许多人看来没有什么前途

的工作，这就是徐超的选择。

干后勤能有什么出息？周围的

亲 朋 好 友 都 颇 为 质 疑 。 这 明 显 是

“ 一 高 三 低 ”的“ 鸡 肋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年 龄 高 ， 学 历 低 、 能 力

低、收入低，都会给管理带来 额 外

的难度。

“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只要找准

了自己的方向，就要走下去。每个行

业都是一个金矿，就看你挖得够不

够深。”就这种信念，让徐超全身心

投入。而今回头看，20年前的这种

“ 全情投入”并非是盲目的，相反是

一种前瞻性的商业嗅觉在背后支撑

着。“ 上海这么多的社区、企业、医

院、学校、机关⋯⋯哪个不需要后

勤，这个市场是广阔的，生意一定有

得做。”

在后勤服务领域摸爬滚打十多

年的经历，让徐超对于创业有着自己

独特的看法，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

理：创业要有前瞻性，成功不走寻常

路。他坦言：“ 创业一定要有前瞻性，

要具备敏锐的目光、果敢的行动和持

续的毅力。”或许正是这份果断，让

徐超又一次在一片“ 不看好”声中，

带领着他的“ 海阳”向着居家养老领

域进军。

2006年底，徐超开始筹备做老年

事业。“ 当时，很多朋友，甚至是领导

都劝我，千万别去碰养老的事，那是

个无底洞，根本不可能出效益的。虽

然，我反复强调，我搞的不是养老

院，是居家智能养老，但是反对声依

然强烈。”

回首这段往事，或许真是一言以

蔽之———难！“ 公司内部决策层也不

看好这个行业，外部又很难得到认

同，吃闭门羹成家常便饭，确实是蛮

痛苦的。”但显然，徐阳的字典里没

有“ 放弃”，近3年的市场调研，徐阳

说服了他的管理团队，同样也获得了

政府支持，2009年年底，海阳老年事

业发展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 养老”就如同“ 新生”般是个

永恒的话题，每家都会有老人，每个

人也都有老的一天。对于徐超来说，

养老并非一个“ 传统”行业，相反是

个“ 新兴”领域。

徐超告诉记者，“ 我们这个中心

的概念，和外面的老年产业概念不一

样，传统的老年产业做敬老院、养老

院这样的机构多些，我们的核心其实

是建立了一个‘ 为老服务云’，搭建

了一个平台。”

徐超向记者介绍，“ 这个平台就

是借助固话一键通，移动一键通等科

技设备，通过电话呼叫以及网络等多

种渠道都能解决老人的社区生活服

务问题。在全国我们是唯一一家建成

这种规模的综合性、整合型养老大平

台的社会组织⋯⋯”

海阳在国内较早探索了“ 互联

网养老” 的全新业态，徐超提出的

“ CBO”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以云

计算、大数据和线下服务链接系统功

能和用户需求，得到了国家民政部及

各省市领导的高度认可。即使到了

今天，都不得不承认，徐超当时所提

出的“ 智能养老”、“ 互联网养老”

这些理念是先进的，是具有创新生命

力的。

放弃机关工作，扎进后勤服务行业

导师宣言

做好今天
放眼明天！

于是，在徐超的1 0字箴言中有了

“ 分享”这温情的一笔。“ 用心做事，

用情做人———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管

理理念。”徐超坦言，公司的员工很多

是40后、50后，他们都很能吃苦，很多

人都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再

就业，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有生活压

力，一旦失去工作再就业的困难也会

比较大，所以只要给予他们充分的尊

重，他们会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

徐超告诉记者：“ 除了精神上的

尊重，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我

们会给员工提供培训机会，让他们的

既有知识技能不断增强，有年终表

彰、有员工生日会等。总体而言，我们

与员工分享的不仅是困难、喜悦这些

精神，还有实实在在的利润，让员工

生活的好，过的体面，同样是我们追

求的目标。”

在徐超的个人博客上曾经有一

个标签———“ 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当他选择创业的时候，也意味着放弃

了舒适的家庭生活。

作为管理三千多名员工的董事

长兼总经理，只要不出差，徐超总是

在早上8点前就坐在了他装饰朴实

的办公室里，8点半前批阅完所有的

文 件 ，9点 后 一 一 送 回 相 关 人 员 手

中。“ 我在做的是一份事业，是我将

尽毕生心力去做的事业。工作不仅

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了生活中

的一种习惯。”

让员工生活好，同样是追求的目标

再次从头开始，列四个“ 五年计划”

传统行业“ 挖”商机

进军老年事业，虽苦但绝不“ 放弃”

当IT、高新技术等产业成为越来越多青
年人创业的主要战场，有人却高瞻远瞩，另
辟蹊径，紧随医院、学校、机关后勤服务社会
化的改革趋势，抓住机遇，果断出击，使其带
领的企业迅速成长为后勤服务领域的“ 标
杆”。他，就是获得2012年“ 全国就业创业
优秀个人”称号，2010年“ 中国产业创新最

具影响力年度新闻人物”，2008年上海十大青年创业先锋、就业贡献奖
得主———海阳集团董事长徐超。

作为《 梦想创业团》第二季的导师，“ 公益先锋”徐超的出现让众多
有志在公益路上发展的创业青年欢呼雀跃。“ 无论是标兵、新兵，还是追
兵，创业路上唯有脚踏实地始终向前。”徐超与众人分享的不仅是他办企
业的成功经验，更是他做事业的执着精神。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徐超认为，创业要有前瞻性，成功不走寻常路。 受访者供图

一生耕耘成就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