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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节刚过，来自济
宁市鱼台县李阁镇中王村的
王峰涛不仅自己回到了工厂，
还介绍了8名老乡进厂工作。

王峰涛告诉记者，自己
是去年10月28日到亨达工作
的，满打满算也只工作了近4

个月的时间，其实也算是名
新员工。由于亨达的工作环
境比自己原来的工作环境好
很多，所以当初一听到老乡

要找工作后，赶紧介绍他们
到亨达工作了。

王峰涛称，自己进入亨
达工作前，是在一家私人木
器厂做模具工作，工作上一
有问题就会受到老板指责。
居住的环境更是差，十几个
同事挤在一张大通铺上。后
来，他经同样在亨达工作的
姐夫介绍，来到了亨达上班。

“同事都跟兄弟姐妹似

的，在这工作有家的感觉。”
王峰涛说，自己工作 3个多
月，每个月的工资自己都很
满意，比过去高了三分之一，
而且现在免费居住的职工宿
舍很干净，吃饭有补贴。不仅
如此，公司每个月都聘请讲
师给他们讲“孝、信、和”等传
统文化，让他们互相帮助和
关心。因此，同事相处很融
洽，让他有家的感觉。

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2

月3日，亨达老员工返岗率达
99 . 3%。近两三年，公司老员
工的返岗率保持在97%至99%

之间，没有出现过用工荒。不
仅如此，今年春节过后，亨达
已有400多名新员工通过选
拔留厂工作，其中200多名应
聘者已结束“新员工训练团”
的集中培训，开始进入生产
车间实习。

新员工招来8个老乡

2012年是吉林人王昌杰
在亨达工作的第19个年头，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如今40

岁的他，已经从一名普通的
一线员工成长为公司成型A

科的主管。不仅如此，他还在
即墨当地买了自己的房子，
把老家的父母接来同住。

“工作中看重能力而不
是文凭，所以工作好的员工

都有提升的可能，大家都挺
有干劲的。”王昌杰说，年轻
时一直在家务农的他在亲戚
的介绍下，于1993年进厂工
作，起初只是抱着学门手艺
的想法，没想到公司一步步
发展壮大，而自己也通过努
力一步步晋升，对公司也越
来越有感情。所以，他决定继
续干下去。

像王昌杰这样在青岛市
区或即墨当地安家的外省老
员工还有很多。为留住老员
工，公司除了每月给员工发放
可观的工资、办理了五险一金
外，还帮员工解决过年返乡难
的问题。“为了让员工不用为
买车票犯愁，公司每年都为员
工代购火车票，还包汽车直接
送员工回家。”亨达品牌战略

部经理赵蕊蕊说，逢年过节，
公司都会给临沂、菏泽、济宁、
济南、河南、河北等地的员工
包车送他们回家，还为乘火车
的员工代购火车票，让员工不
用为买票发愁。此外，公司还
设立爱心基金，每月向评选出
的优秀员工家中直接寄钱，代
尽“孝心”；逢年过节对公司困
难家庭员工发放慰问金。

管包车帮买票，员工回乡不难

在许多企业，夫妻两人
同在一家单位工作是不被允
许的，但亨达不仅没有对“夫
妻档”下禁令，反而通过解决
外地务工者“相思情”凝聚了
人心。目前，公司已有夫妻员
工百余对。

王昌杰的妻子也是亨达
的一名员工，虽然两人不在
同一个流水线作业，但对工
作，两人还是有许多共同话
题。同样，来自湖南的陈作新
与妻子也都在亨达工作，由
于妻子工作的地点与自己所
在的新厂相隔40公里，因此
两人一周只能见两三次。“在
一个单位工作，总归踏实一
些 ，比 起 她 在 老 家 要 好 多
了。”陈作新说。

除了“夫妻档”，公司还
有不少“母子档”，而发生在
其中一对母子身上的故事，
成为了整个公司进行以“孝”
为主题的传统文化教育鲜活

的案例。
原来，这对“母子档”中

的男孩在进厂前有网瘾，不
论母亲如何劝导，他始终没
有戒掉。去年8月，21岁的迟
升杰来亨达工作，但沉迷网
络的他无心工作，还是经常
到网吧。由于他右耳需戴助
听器听声音，长时间戴耳机
打游戏对他的耳朵有很大的
损伤，因此他的母亲黄爱芹
非常担心，便关闭了自己开
的小超市，来到亨达陪儿子
一起工作。由于公司每月一
次的“亨达中华传统文化大
讲堂”不断对员工讲授“孝”，
迟升杰从中受到不小的震
动，他开始变了，甚至还主动
回家给妈妈洗脚，并做出了
告别网络、好好工作的决定。
现在的迟升杰已完全戒掉网
瘾，2011年还被评为“亨达十
大孝子”，与母亲两人同时成
了公司的优秀员工。

“感情牌”凝人心
家人同厂共聚

年后返厂，小伙带回8个老乡
记者实地探访，即墨一企业以“情”留人招工不难
文/本报记者 蓝娜娜 片/本报记者 杨宁

春节过后，招工难、用工
荒问题在即墨市中小企业、劳
动力密集型企业非常突出，而
在部分大企业和技术性企业，
招工却比较容易。11日，在青
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亨达)，记者了解到该厂老
员工返厂率达99 . 3%，而企业
能够留住老员工并吸引新人
才的良方主要是打发展牌和
感情牌。

迟升杰(左)与妈妈在一个车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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