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西省民营企业的榜单上，海纳实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实业）以其卓

越的业绩和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上榜山西省民

企百强。而这些成绩的背后，有一位领军人

物，他就是海纳实业的总经理陶波。

“90后”陶波出生于吕梁兴县，在新西兰奥

克兰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国投身网络通信技术

行业，将所学与祖国发展紧密相连。

海纳实业是一家通信互联网科技民营企

业。进入公司后，他从最基层的现场维护工程

师做起，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懈的努力，

逐步建立起集团公司基站基础设施数据库，并

通过技术改良研发出基站综合运维管理平

台。这一平台不仅优化了数据采集、分析和应

用流程，还降低了基站运营成本，为企业节省

了大量资金。他创新的基站能源托管模式更

是在多省得到推广应用，一年为企业节省数千

万元成本。

在海纳实业，陶波不仅亲手打造了一系列

通信工程精品，还在信息产业难题上屡创佳

绩。近年来，晋中市高水平体育赛事日益增

多，这给通信技术保障提出了很大挑战。陶波

迎难而上、大胆尝试，创新无线网络组网结构，

改良升级现有设备，灵活应用新技术手段，每

次都圆满完成了网络保障任务。

陶波不仅负责企业的技术、运营、管理工

作，他还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团支部副书

记。他坚信，“企业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

就是竞争力，做细就是凝聚力”，为此，他牵头

建成“非公智慧党建”“智慧团建”综合平台，有

效破解了通信服务业流动党员数量多、地域界

限杂等问题。

陶波用奋斗和实干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

担当与作为。未来，他将继续开拓进取，为晋

中数字经济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张颖）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老技艺的传承人一般

都是年长者，而毕业于山西中医药大学的杨履

中受父辈影响，从小就对中医药产生浓厚兴趣，

并下决心传承发扬中医药文化。

2008年，杨履中进入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

司。初入药厂，他从最基层做起，向老药工学习

中药药性知识，到车间干最苦、最累的中药炮制

工作。

“我从普通工人做起、从最简单的活干起，

领料、配料、炮制等，每个工艺岗位都干过。”杨

履中说，“一开始觉得很累很苦，也没有啥新意，

甚至想过放弃。但是在爷爷和父辈们的鼓励

下，我坚持了下来，并爱上了中药制作。”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黄清心丸

制作技艺传承人的杨履中，在钻研牛黄清心丸

制制作技艺的那些年里，他精选道地药材，严格按

照古法炮制，通过医和药的结合及临床应用，全

面掌握了从选料到加工炮制的技艺。他说：“只

有静得下心、沉得住气，才可以做得成事，我就

是这么一步一步奋斗过来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杨履中并未停留于对

古老技艺的传承上，“我们祖辈一直肩负中医药

复兴的使命，我们后辈更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传承。”为了使牛黄清心丸这一传统名药更

加适应现代人体质，他不断改进工艺，传承中医

药精华，为中药产业作出积极贡献。他挖掘和

整理有关中药炮制的典籍，收集中药炮制工具、

器具，还积极参与山西中医药博物馆的展品收

集、设计布展等工作。

天道酬勤。2018 年，杨履中入选“三晋英

才”青年优秀人才，这是对他多年辛勤工作的褒

奖。杨履中说：“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深感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不断追求卓越，做大做

强中医药事业。” （张凯鹏）

“让富硒小米种植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这是榆次区返乡创业大学

生郝卫芳创业的初衷，也是她奋斗

的目标。

郝卫芳出生于榆次区一个普通

的农村家庭，从小吃着小米饭、喝着

小米粥长大，对农村有着深深的热

爱。2016年，她和丈夫放弃了城市

高薪舒适的工作，返乡创立了山西

省晋中市丰谷源种植专业合作社和

山西丰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从此，郝卫芳挽起袖子、卷起裤

腿，在“硒望田野”上播撒着青春的

汗水和致富的希望，她说：“我是一

个农民，农业是永远的第一产业，我

为自己是一名农民而感到骄傲。”

立志做“新农人”的郝卫芳注重

原生态，引入现代农业理念，科学种

植与创意营销“双管齐下”。她以山

西有机旱作农业为基础，打造药食

同源的富硒小米等主要产品，通过

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出富

硒小米高产高效技术。她采用“富

硒生物营养强化+粉垄深松+渗水

地膜穴播”技术，通过“统一农资，统

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

销售”的模式，实现了富硒小米产业

从小到大的突破。

返乡创业，田园追梦。郝卫芳

每天围着小米转，从基地管理、注册

商标，到市场开发，不断探索、孜孜

以求。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富硒小米，

我和老公常常背着小米、带着锅，走

南闯北去推销。”郝卫芳积极参加全

国农产品展会，在一、二线城市进行

产品展销及品牌宣讲。2020年1月

10日，她带着家乡的小米成功登陆

中央电视台《创业英雄汇》，成为第

一个登上央视卖小米的女性青年职

业农民。

品牌打响了，合作社的规模也

逐渐扩大，从榆次区长凝镇西见子

村300亩基地出发，到带动左权、榆

社、和顺等地村民增收致富，2021年

种植面积达5600余亩，种植户每亩

可增收1000元，实实在在让百姓们

过上了富裕日子，更让人们看到了

一方土地发展的希望。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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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社县德润泽传统手工酿造厂运营

经理牛子群是一位“90后”新农人。她来

自榆社县北寨乡高崖底村，大学毕业

后，她心系家乡，放弃北京的高薪返乡创

业，希望能利用所学知识，把家乡原生态

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用自己微薄的

力量建设农村、建设家乡。

刚回到家乡时，身边的亲朋好友都

不理解她的选择。但她不惧压力、迎难

而上，在刚接触短视频时，她为了提升自

己的能力，每天上网查资料，学习短视频

拍摄和直播的相关知识。在她坚持不懈

的努力下，“捞冰醋”等宣传山西醋文化

的视频不断被网友转发、点赞，在互联网

上获得了几百万观看量。同时，她还将

榆社县“北寨食醋传统手工酿造技艺”这

项非遗技艺推向了全国。

为了把企业推向更大更广阔的市

场，牛子群不断开拓线上和线下多方渠

道。牛子群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

平台注册了店铺，开展线上销售，目前，

产品销售额已经突破百万元。她还利用

专业优势，通过抖音平台发送小视频的

模式，宣传山西醋文化，实现了传统醋业

走出家门面见世人的愿望。

为了提升返乡创业青年的创业能力

和竞争力，在团县委的帮助下，牛子群的

创业项目得到了技术提升和创新升级，

逐渐发展成为“产业+农户+旅游+研学”

的发展模式，带动全县4个中学近千人次

参观学习非遗技艺，向青年一代科普中

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和农耕文化。

如今，在牛子群的带领下，榆社县德

润泽传统手工酿造厂逐渐成为当地的知

名品牌，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消

费者，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回乡创

业的理想信念。 （王爱媛）

5月3日，“五一”小长假第三天，山西立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蔡懿卿依然在办公室忙碌着。“假期时间比较集中，能更有效地整理思

路。”蔡懿卿是董事长，更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他习惯独立思考，善于以社

会思维考量每一个设计方案，在他看来，“设计不仅要追求美学和功能性，

更要考虑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设计师应成为城市发展的有益推动者。”

作为晋中市第五届人大代表和晋中市青联委员，社会责任始终是蔡

懿卿心底重要的坚守。多年来，他深耕于自己的专业，坚定奔跑在建筑设

计道路上，为城市发展和人民幸福贡献着力量和智慧。

在建筑设计领域，蔡懿卿以积极推广BIM技术和倡导全过程咨询被

大家所熟知。2022年，蔡懿卿带领企业参编国家级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全

过程造价咨询管理标准》。在海外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更早接触

到行业顶尖技术，他认为，通过BIM技术，不仅可以实现设计、施工和运营

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的创

作空间。为此，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组织培训班、举办研讨会

等方式，向同行介绍BIM技术的优势和应用方法，并在实际项目中推动成

果应用。他本人先后获得澳大利亚轻奢住宅杰出青年建筑师、上海天华

设计大奖等荣誉。

““对于未来对于未来，，我将继续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谨的态度投入到建筑设计我将继续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谨的态度投入到建筑设计

工作中工作中，，为城市发展和人们更美好的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城市发展和人们更美好的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我相信，，只有只有

不断创新和努力不断创新和努力，，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让城市更加美好让城市更加美好。”。”蔡懿卿如蔡懿卿如

是说是说。。 （史俊杰）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研究项目、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

区晋中市非遗馆策划设计、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成果展、左权大

美太行百里美术创作展……

近年来，作为高校科研项目的领军人物，晋中学院美

术系主任刘小旦教授不仅致力于美术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还积极拓展社会服务领域。他坚信，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是双方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刘小旦表示：“学校需深入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为企业输送

技术支持与人才储备；企业则应积极参与学

校的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为学校提供实践

基地与就业平台。”为实现这一目标，刘小旦

积极构建政校企桥梁，推动学校与政府、企业

之间的深度合作，共同研发、应用优秀项目，

开展社会服务。

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中，刘小旦以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研究项目为引领，主持了

多项山西省人文社科研究课题，主持了国家

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晋中市非遗馆的展陈

设计与理论研究等工作。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他注重提炼地方

文化艺术元素，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艺术资源，

为晋中文化艺术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为当地的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教学方面，刘小旦坚持“科研反哺教

学”理念，他主张将最新科研成果引入课堂，

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他鼓励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使他们在实

践中增长才干，将论文写在晋中大地上。

在刘小旦的带领下在刘小旦的带领下，，晋中学院美术系师晋中学院美术系师

生在多个重大项目和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生在多个重大项目和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

果果，，为晋中的经济文化繁荣作出了积极贡为晋中的经济文化繁荣作出了积极贡

献献，，以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以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教育服务社会教育服务社会””

的理念的理念。。 （（武玲芳武玲芳））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荣光属于青年。

在我市，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聚焦市委“156”战略举措，把人生理想融入到伟大实践中，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他们锲而不舍、接续奋斗，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青春的

赛道上奋力奔跑，朝着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的目标奋勇前进。

奋斗是青春最好的礼赞。让我们走近他们的奋斗青春路，一起感受青春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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