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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孽撼霸

一、《黄陂创业功勋志》(第一卷)主要收录在黄陂

地区注册的从事建筑、房地产开发、建筑劳务、建筑材

料、装饰装潢等相关企业及其创业者。

二、本志所录企业按同类级别所取得资质的先后排

列。

三、本志设立“企业简介”、 “领军人物”、 “执业

资质”、 “企业荣誉”、 “代表工程”等栏目。内容的

多寡视其可选用的资料而定。

四、本志中“代表工程”栏目中选用的图片一般以竣

工的工程项目实景图为主，亦用在建项目工程图,ff或设

计效果图。

五、本志选录代表性企业28家。 《建筑企业统计表》

有区内注册建筑企业1 3 8家，区外注册企业5家，合计

1 4 3家。其中带“※”为区外注册企业。

六、本志中数据源于企业所提供的资料。

七、本志图文兼载，以图为主，丈辅之。

八、本志截稿日期为2 01 O年8月31日，逾期恕未收录。



总 序

胡洪春

黄陂的创业史可追溯至3 5 0 Og-前的商

代。其时，府河旁的盘龙城远古先民

们，创造充满魅力、绚丽多彩的青铜文

化、筑城文化．制陶文化、雕木文化，

磨玉文化，闪耀着先民智慧的光芒。逝

者如斯，薪火相传。勤劳、勇敢、睿智

的黄陂人民传承古代文明，演绎了一幕

幕辉煌的创业史。

黄陂能工巧匠众多，有“九佬十八

匠”，“无陂不成镇”之誉。在汉口有

黎黄陂路，上海有黄陂街；还有不少黄

陂人谋生于海外和港、澳、台地区，使

黄陂成为湖北省“第一台乡”、“第二侨乡”。 “九佬十八匠”中的佼佼者所

创造的品牌，如高洪太铜锣、曹正兴菜刀、谈炎记水饺、蔡林记热干面、黄陂卷

烟等都是誉满全球、经久不衰的名优精品。史籍记载，清顺治年问(公元1 6 4 4

1 6 6 7)修建的汉阳归元寺，在清道光元年(1 8 21)年建罗汉堂时，聘请手艺高超的

黄陂王煜父子二人为雕塑师，历时9年，塑成栩栩如生的5 0 0罗汉神像，誉满城

乡。史料记载，在清代，黄陂的土布，猪鬃等均是湖北省出口东南亚的大宗产

品；不少黄陂人在汉口开店铺、商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久而久之，Jk．41]称黄

陂商贾为“陂商”。

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国有企业相继诞生， “九佬十八匠”成为企业的主

人，他们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创造力发挥一技之长，不少人成为技术能手、革新

能手、发明能手、行业标兵和劳动模范。2 0世纪7 Oq-代中叶至8 o年代初，黄陂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支撑当地经济的半壁河山。昔日的“匠人”们借助历史的舞台

大显身手，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机械、冶金、纺织等1 4大生产行业，年生产总值

位居湖北省前列。乡镇企业生产的许多产品在继承与创新上下了工夫，从而成为

省优、部优产品，祁家湾染织，滠IO'毛纺，横店缫丝、裘皮，前川红外线水煮猪

鬃，泡桐膏塑工艺品，蔡家榨剪刀，曾正兴菜刀，甘棠铜锣等一大批印着“中

国·黄陂制造”宇样的优质产品，销往国内外。



2 o世纪8 O年代初，黄陂匠人沐浴改革的春风，再次成为改革的弄潮儿。他们

先是带着“红帽子”(即集体企业的牌子)搞企业责任承包、经济承包，时称

“能人承包”。各级政府与时俱进，不失时机地帮助与指导他们进行企业制度

改革，组建股份制企业，一批技术骨干、管理人才成为新时期非公有经济实体

的股东、董事长或总经理。企业改制解放了生产力，企业出现产、供、销兴旺

的局面，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2 o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黄陂进入新一轮的改革与发展时期，尤其是撤县

设区之后，中共黄陂区委、黄陂区人民政府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撤县设

区为契机，坚持科学发展观，发挥能工巧匠和实业家的优势，落实各项创业优

惠政策，积极搭建创业平台，掀起全民创业热潮。2 o o 7--2 o o 99-，区域经济综

合实力在湖北省各县(市、区)连续三年名列第三。并先后荣获“中国全面小

康成长型百佳县(市)”、武汉市“全民创业优胜区”、全国“十佳全民创业

示范区(县)”等称号。

创业者是经济的脊梁，时代的强者，发展的功臣。黄陂区地方志办公室、区

地方志学会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深入研究黄陂能工巧匠的历史，探寻创

业者足迹，策划、编辑《黄陂创业功勋志》丛书，拟分若干卷记述不同行业创

业者群体睿智、创业、奋斗的轨迹。这是一项颇具创意、极有价值的编纂项

目，也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该丛书的编辑出版，菇将进一步推动黄陂如火如

茶的全民创业热潮，助推黄陂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武汉市黄陂区委副书记、黄陂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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舀麓

黄陂是建筑大区，有“建筑之乡”的美誉。

黄陂素有“九佬十八匠”之称，其中不泛从事建筑业的能工巧匠。据史籍记载；隋朝切

年，木兰山是华中地区道教、佛教的活动中心。木兰山的道教、佛教分建道观、寺庙于山岭，

迄至明清，共建七宫八观三十六殿。这些建筑因地制宜，依山傍崖，岩石干砌，造形奇特，别

具一格。或飞檐翘角，或古朴典雅，或气势宏伟。在这业建筑群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是建

于唐代的上古禅寺。该寺原位于木兰山西半山峰，}：h大雄宝殿、藏经阁、客堂、斋房、天王

殿、准提阁、观音殿等10余个建筑物组成建筑群体．总建筑面积达4 500平方米。是唐代华中地

区最大的佛教建筑群体，后因火灾毁之。这些宗教建筑大都以“险、奇、虚、灵、幻、秀”为

特点，其建筑艺术“术庐于砌”享誉海内外。那时，黄陂就被誉为“建筑之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黄陂的建筑业与诸多乡镇企业兴起，成为驱动黄陂经济的“五轮”

之一。乡镇企业成为支撑黄陂经济的半壁河山，而建筑业是乡镇企业的领头羊。据统计，80年

代初，黄陂大大小小的建筑企业达1119-I-，从业者逾30余万人，产值近2亿元。那时，第一建

筑公司、第八建筑公司、第三建筑公司、园林建筑公司是黄陂建筑行业中的佼使者。

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黄陂的建筑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乡建设的需要，部

分企业进行改制与重组试点。试点企业显示出强有力的生命力，继续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

色。

进A．21世纪后的2003年，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

与发展的若干意见》，黄陂区建筑业借助地方优惠政策，努力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全

行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为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至2010年-黄陂区拥有建筑业企业1 38家，其中总承包企业48家．专业承包企业42家，劳

务分包企、Jk48家；总承包企业中一级资质的7家，二级31家．三级10家；全行业业务能力涵盖了

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水利水电、建筑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等lO多个专业。多年来，黄陂

建筑企业的足迹掘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武汉地区建筑市场占有相当的份额。近几年来，黄陂

建筑业的施工能力和品牌信誉大大增强，在每年省、市建设主管部门表彰的优秀企业、优秀企

业家和优秀项目经理中，黄陂建筑业获奖数总是名列前茅，在两年一次的武汉建筑业信誉等

L



级评定中t黄陂建筑业获最高AAA等级的企业在武汉地区最多：每年在湖北省人民政府表彰的

建筑“一卜强”中，都有l～2家黄陂建筑企业。在黄陂区2009年表彰的三十强企业中中．建

筑业企业就占6家。

建筑业是黄陂的支柱产业之一，为黄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仪就近几年的情况看-200409t全区完成建安产值2l亿元、税&5000撅；2005年完
成产1h3215元、税收7854万余元：2006年，完成产ffi401：L元、税收12670万元，首次过了亿元

大荚；2007年-，完成产iff46亿元、税收14 450Jj元：2008年，完成产fff06{L元、税&34 74 3万

元：2009年，虽然受田蕲金融危机影响，但全区建筑

企业克难奋进，仍然完成产值6 7亿元、税收2 9亿元。

建筑企业一商是税源大户，连续多年居于备行业纳税

额前列。全区地税“五十”强中，建安企业占有近

50％；仝【x51家重点税源大户，建筑企业达14家，占

40％。据统计，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中，60％以上是由建

筑业创造的：全区全年财政收入中．建筑业纳税占

l 3％～15％之多。与此同时，全区重点建筑公司经营的

房地产开发公司每年交纳的国税也在3000万元左右。

由此可

见，建筑业对黄陂建设绎济强区起到了支柱作

用(如图i、图2所示)。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吸收了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人员，大大缓解了城

乡就业的压力。全区建筑业及相关产业从业人

员达i 5万人左矗，占全区总劳动力的l／4；从事

建筑业的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35％左右，建筑业

已经是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建筑业的发展

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产业链(如图3所示)。

图2

还带动了建材、运输、旅游、餐饮等行业

多年来，建筑企业在捐资助学、敬老爱老、修桥修路、改善农村生活设施、扶危帮困等

公益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建筑业企业法人代表、项目经理及业务骨干

2



等每年为家乡捐资都在100万元以上，用以支持乡村的公益事业：2009年全区建筑企业积极支

持黄陂新人民医院绿化环境以及支持贫困大学生学业捐款达50)7元。武汉六建项目经理李福庭

为千家河福利院扩建．个人一次性捐款3万元：项目经理翁端志个人先后捐款10万元，支持村里

的公益事业：荣城集团总经理雷达泉个人出资10)／元为村里修路，受到乡民好评。近几年来，

建筑企业还积极参与农田改造、村村通、关心老干部、家园建设、小城镇建设、乡镇水厂建

设、无力建房户建房等公益活动，做出了显著成绩。

建筑企业还积极投身抗击各类自然灾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在1998年特大洪涝灾

害、2008年冰雪灾害和四川地震灾害、以及2010年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中，建筑企业响应党和

政府号召，积极捐款捐物。武汉六建派出施工队参

与四川汉源县的重建工作，六建人发扬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湖北援建精神，受

到当地政府和湖北省援建指挥部的表彰。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节日安全，很多建筑企业

在建设方拖欠巨额工程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措

资金，甚至不惜借高息贷款，及时发放农民工工

资，确保一方平安。2008年0)1．为了减少奥运期

间的不安定因素，东方公司未雨绸缪，筹资30余万

元送到北京劳务公司．对涉及遗留问题的民工和其

他人员进行安抚，有效地化解矛盾。20lo年“信义兄弟”事迹报道后，区建筑协会向全区建筑

食业发出向“信义兄弟”学习的倡议书。建筑企业4天内为“信义兄弟”帮扶农民工基金筹款

33 3万元。

黄陂建筑企业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强力推进企业改制。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要求，全区建筑业在2002—2003年在试

点改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行民营化改造。采用个人买断、台伙买断、职工出资组建股份制企业等

形式，全区2家国有建筑企业和各乡镇集体所有制建筑企业陆续摘掉了“红帽子”，转型为民营

企业。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改革是卓有成效的。绝大部分企业在新一轮改革中焕发了活

力，产值、利税大幅度增长，企业的精神面貌也发生根本变化。武汉六建集团在改制后的当

年，即完成产值1 4亿元，上交税收300多万元，分别是改制前的2倍和2 8倍；武汉十建集团改

制后的2003年实现产值2亿多元，是改制前的2倍多。在企业改制成功以后，区建设行政管理部

门，对。批基础实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进行了重点扶持帮助，并积极争取省、市行业

管理部门和协会的支持，成功升级了一批 、二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这些举措有效地提升

了全区建筑业的实力。

口



企业转轨变型，向经营多元化发展，向外开拓市场。几年静，针对全区建筑业生产

单一、效益不高的弱点，区政府积极鼓励企业经营者转换思维方式，更新经营理念与方

法。2005年以来．不少企业逐渐先后走上多元化经营之路。一建、三建、四建、五建、六

建、十建、盘龙明达、东方、西城等企业成功地拥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且已经在

房地产开发市场占有了一定的份额。武汉六建集团在盘龙城成功开发了占地面积100亩的

日月山水楼盘第一期后，第二期l 00亩也正在开发必建中。该公司董事长吴绪明因2008年房

地产开发的骄人业绩而与选为2008年武汉市明星企业家：武汉十+建集团不仅成功开发了汉

口思联花园城、秀水佳园等项目，实现开发产值2 6亿元．2008年还斥资I 6亿元在孝感市进

行房地产开发，其中一期工程5栋l 8层的住宅楼已经完工并成功开盘；武汉四建集团200 7年

实现的5亿多元总产值中．房地产开发产值就达2亿元：鑫源、城发、盘龙明达等企业承接了

公路、桥梁等建设项目。其中，武汉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几年前就积极向基础设施领域

进军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被湖北省交通厅评为A级信誉施工企业，在沪蓉西、随岳、武

黄、武英等高速公路上，在鄂西北、鄂西南和大别山区的崇山峻岭一扣，都有鑫源公司施工

队伍的身影。其他建筑企业不同程度涉足的行业有公路、桥粱、市政、房地产、商品混凝

土、建材、服装、贸易、建筑机械制造等。“以建筑为平台，紧跟市场，主动寻找商机，

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立足建筑，又不局限于建筑”，成为建筑业主们新的理念。实践证

明，这些多元化经营，为企业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发展空间，壮大了企业的实力，进一步提

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

区政府制定并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建筑业发展。区委、区政府和各乡、镇、街、场对建筑

业高度重视。全区建筑企业负责人中，有40余人当选为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

们在各类会议上积极出谋献策，起到了参政议政的作用。2004年3月，区委、区政府制发了

《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黄陂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若1：意见》，明确了加快建筑业发展的指导

思想和奋斗目标，提出了加快建筑业发展的工作重点，强化丁加快建筑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包括在企业改制、联合重组、融资、财政税收、企业人才及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的具体优惠

措施，努力为建筑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区政府多次主持召开全区建管工作大会，区“四

大家”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对全区建筑业的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

定。与此同时，区委、区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全区建筑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从

2004年开始，全区建筑业产值、利税一年上一个新台阶，每年平均以30％一40％的速度递增。

努力引导企业开展刨优活动。建筑施工企业大力开展创优、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活动，

提高了工程质量与管理水平。全区建筑企业获得各类奖项逐年增多。2008年，获湖北省建筑

工程质量最高奖楚天杯奖5项、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最高奖黄鹤杯银奖l 2项、获市优质工程奖

68项、25项工程被评为市文明优盘工地和样板工地，有6家公司被评为武汉市安全质量标准化

企业。



鲞逢

注重人才培养。企业采取自学、自培、送培等方式，抓好各娄人员的素质培养和继

续教育工作。全区建筑企业中，通过培训获大专以上学历的有750人，获各类经济技术职

称的人员达4000余人，被批准的一级建造师111人(含临时注册52人)，二级建造师

4 7 3A．。一级项目经理120人．二级项目经理548人，三级项目经理350人。全区建筑业五

大员”通过培训，持证上岗率98％：全区建筑业所有技术人员每年都按规定参加了各类继

续教育。与此同时，通过开展传统的“师带徒”活动和开办农民工业余学校等方式，陆

续培训建筑劳务人员和技工1 2万人。目前全区投资i000万元以上或建筑面积l万平方米

以上的建筑工地全部建有农民工业余学校。近两年通过农民工业余学校培训，取得各类

职业技能合格证的有1300余人。此外，近几年全区建筑企业还公开招聘大学生60余人．

东方、鑫源、六建、荣城等单位是将招聘来的大学生首先放在施工现场锻炼。这些举

措，缓解了建筑一线技能人员的紧缺现象，有效地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的实力，为全

区建筑业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后劲。

成立劳务基地，组建劳务企业。全区共有大小建筑劳务企业45家，有经过培训的劳

务人员1 2万余人：工种较齐，在建设部确定的13个标准工种中．金区就有砌筑、抹灰、

木工、钢筋、混凝土、脚手架、油漆、模板、焊接、水暖电安装、架线等11个上种：涉

及地域较广．黄陂的劳务人员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全区45家劳务企业每年完

成劳务收入7～9亿元左右。

四

黄陂建筑业在发展的同时也有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

全行业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目前全区建筑业总体实力较强，但单个实力还有

待提高；全区建安企业的改革只是实行了民营化改造，企业大多是个人买断的独资经营

或是合伙买断的合伙制经营，这种产权制度的改革只是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其中还有少

数企业合伙股权不清晰，经营者没有取得绝对控股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

展。要实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尽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法人治理

结构，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发展。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

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这是企业的第二次改革，不如此，企业

长足发展终将受到制约，企业做大做强将难以实现。目前．区建设局会同区建筑业协会

正在加强这方面的调研工作，谋求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从而使建筑企业的单

体实力得到增加：同时，拟将采取适当措旖，使黄陂建筑业的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做

到全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使黄跛建筑业的整体实力继续增

加，打造建筑强区。

企业融资难。资金短缺一直困扰着建安企业，是中、小建安企业发展的“瓶颈”与

“拦路虎”。资金短缺．不仪影响中、小建安企业升级换代、向高科技领域发展，还直

接影响企业的业务拓展。很多信誉好的企业，既有业务来源，也有施工能力，但是往往

凼为资金短缺，又得不到融部『]及时的支持，被迫放弃丁唾手可得的工程项H。



为此，政府拟致力于改善融资环境，运用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建立资金保障平台或担

保机构，对确有实力的企业和工程项目提供资金担保。金融部门要更新观念、创新经营，多

与建筑企业沟通，大胆支持信誉好、实力强的建筑企业发展，尽叮能给予较为宽松的授信额

度。有针对性地开展银企融资对接、授信签约活动，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外债资金结汇、授信

贷款落实和到期贷款转贷等实际困难：为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实行政

府或金融部门派专人联系的制度。对于国家重点工程或政府大型项目，银行也可以采用参股

的方式与建安企业共同经营，以贷款作为投资，直接参与建安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实现

银、企“双赢”。

招投标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压价、垫资、拖欠1二程款现象时有发生，对建设方监管

有待加强。目前的招标投标管理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价格竞争已经成为建筑市场的一个

重大焦点。为了中标，施工企业往往低价中标，垫资旌工也是常事；而T程完T后，建设方

往往以各种理由拖欠工程敖，致使建筑企业亏损。并由此带来一j角债”的恶性循环。低价

中标、垫资施工、拖欠工程款，这三大症结已经成为制约建筑业健康发展的顽疾。建筑业经

营者追切希望建设方所在的地方政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监管职能，整顿建筑市场秩

序，为招投标r作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和谐环境。

劳务企业发展规模相对滞后和缓慢。按建设部及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施J=

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应为“金字塔”结构。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企业

是“金字塔”结构的底部。而全区劳务分包企业的现实状况与省部要求不相适应，有些已经

取得资质的劳务企业发展十分缓慢。这就使得很多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承接工程后无

法找到合适的劳务分包队伍。

总之，建筑业既是传统行业，又是新型产业，有若十’分广阔的拉展前景。黄驶建筑企业

在不断丰满羽翼的同时，试图着力从整体上船台“建筑航母”。相信在不久的末来，它将它

在建设的海洋里承载更多。速度更快，驶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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