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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80后”，谁的青春没有一部诺基
亚手机？虽然芬兰孕育了诺基亚品牌，但在
中国，诺基亚的名气却远远超过芬兰。很多
人的第一部手机便是诺基亚，对他们来说，
诺基亚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品牌，更代表
了一段难忘记忆。

作为一家百年名企，诺基亚涉猎业务之
广、命运起落之多变，堪称传奇。在那个移动手
机并不普及的年代，诺基亚站在时代巅峰，出尽
了风头。鲜为人知的是，诺基亚曾是一家军火
供应商，经历了多次战争的洗礼，生产过萨克
TRG-42狙击步枪、Valmet M60步枪和马格

努姆步枪弹等武器装备，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
绩单。

诺基亚曾靠军工产业发家致富，企业
发展扶摇直上，后又大胆改革创新，在手
机市场所向披靡，最后因为怠于创新输在
了智能手机市场上。

手机市场的“一代神话”，

鲜为人知的从军经历

提起诺基亚手机，不少人会赞不绝
口，这款手机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结
实耐用。10多年前诺基亚当红之时，全
球发货量曾高达 4.3亿部，堪称手机市场
的“一代神话”。

可能是因为在移动通信领域太出
色，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诺基亚还
是一家国际一流的军火供应商。

早在 20世纪初，诺基亚就已经进入
了军工领域。一战的爆发，对军工企业
来说，是一场财富盛宴。诺基亚敏锐地
抓住商机，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军火生产
商的行列。他们通过生产轮胎、军靴、电
话机、枪支弹药等军工产品，成功搭上了
军工产业发展的快车。

不久后的芬兰内战，诺基亚“出人又
出力”，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可谓是“企
业家救国”的典范。时任诺基亚总裁福
吉赫姆亲自披挂上阵，成为政府军将领，
就连当时的芬兰政府军总司令曼纳海姆
也曾是诺基亚董事会成员。芬兰军方重
点“照顾”了诺基亚的军火业务，大量军
品订单让诺基亚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战争如同催化剂，推动着诺基亚的军
工产业发展。源源不断的军品订单，让诺
基亚迅速发家致富，企业发展进入快车
道。以至于战争结束后，诺基亚还一直与
芬兰军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7 年，诺基亚再次杀入军工界，
与芬兰著名军工企业 Valmet 和 Sako 公
司展开合作。自诺基亚加入后，他们注
重打造精品，共同研发生产了萨克
TRG-42狙击步枪、Valmet M60步枪等
性能优良的军工产品，受到了世界多国
军队的热捧，这些军工产品很快便在世
界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

不得不说，这段从军经历，在诺基亚
的发家史中，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 90年代，诺基亚逐渐转型为一家
新型科技通信公司。为了开拓市场，诺
基亚不局限于“眼皮子底下”的业务，他
们进一步开阔视野，将北美、拉美、亚洲
等地区作为外贸主战场。出人意料的

是，手机产品接连走红，成为客户热衷的
明星产品。

1998年，诺基亚发展成为全球最大
的手机厂商，产值以“坐火箭”的速度不
断攀升，连续十几年稳坐市场销量第一
的宝座，芬兰也因此迅速跻身当时世界
通信强国之列。那时候，可以说整个芬
兰都骑在诺基亚的“马背”上。

军工基因引领发展，工匠

精神铸就传奇

有媒体报道，一位香港明星生活非
常简朴。他曾说，一部诺基亚翻盖手机
他整整用了17年。

一部手机竟然可以用 17 年？很多
人觉得不可思议。诺基亚手机质量之所
以这么过硬，源于芬兰人的工匠精神。
早在做军品业务时，诺基亚便把这种工
匠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何评价一款性能优异的冲锋枪？
芬兰人给出了答案。有资料记载，苏芬
战争中，声名远扬的索米冲锋枪便是诺
基亚早期的军工产品。这款冲锋枪选用
瑞典优质的铬镍钢，加工制造过程中，全

都按照狙击步枪的生产标准。这样的制
造工艺，在当时堪称顶级水准，使得这款
枪拥有无与伦比的可靠性和精准性。

一直以来，诺基亚秉持初心，将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延伸到手机研发和生产的整
个过程。无论在诺基亚哪一个手机生产基
地，都会有一个神秘的可靠性试验室。这
个可靠性试验室，专门负责发放产品的通
行证。在可靠性试验室里，没有任何免检
产品，只要是诺基亚生产的手机，必须通过
可靠性试验，才能获得出厂资格。

之所以说可靠性试验室有些神秘，
是因为那里有很多项近乎苛刻的试验项
目。这些试验项目包括自由和循环跌落
试验、电磁兼容性试验、极端条件试验、
温湿度试验、强光试验、老化试验等。

在循环跌落试验中，手机要不断地从
数米高的地方摔在坚硬的钢板上，摔落次
数有时要高达数百次；在温湿度试验中，
手机要经历-15℃至65℃的温度骤变，以
及93%至98%的相对湿度考验。

部分手机还要在试验箱中测试一
周，模拟手机老化的过程。不少人开玩
笑地说：“诺基亚不愧是曾经的军火商，
拥有一套完整的武器生产环境模拟设备
和标准。用生产武器的标准来生产手
机，能不耐用吗？”

此外，诺基亚还专门设立“诺基亚全
球质量奖”，对在改进质量、提升质量水
平方面取得重要成绩者实施奖励，以鼓励
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让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形成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

因深度创新崛起，又因固

步自封而落寞

20世纪 90年代初，诺基亚曾试图卖
掉陷入困境的移动电话业务。然而，短
短几年后企业却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移
动电话制造商。追寻百年名企的成功密
码，便是企业强大的创新力。

通信手机时代，诺基亚大胆尝试采用
军方通信系统，最终如愿在国际市场“分
得一杯羹”；功能手机时代，创新使用军品
生产模式，一跃成为业界翘楚。这些成功
案例的背后，都离不开它的军工背景。

在诺基亚企业内部，科技创新不单是
产品研究部门的重任，而是整个公司的发
展共识。电信产业“萌芽”不久，诺基亚便
将军方使用的GSM系统作为主流标准，
显著优化了产品性能。这一步大胆创新
使它淘到了电信产业的“第一桶金”。

进军手机市场后，诺基亚高层发
现手机组成部件繁多复杂,仅靠一家
厂商生产并不现实，若是采用传统的
自给自足方式经营企业，无疑是“自寻
死路”。

于是，诺基亚采用芬兰军方后勤中
的供应链生产模式作为手机生产策略，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将“橄榄枝”抛向全
世界，激发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冷战结束后,手机技术融合成为手机
研发路上的拦路虎。为此，诺基亚展现出
老牌军工企业的铁血硬气，敢于刀口向内，
不断完善自身，在手机市场上一路高歌。

早期，诺基亚推出的塞班系统操作
简单、功能出众、应用众多，迅速占据全
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第一把交椅。诺
基亚借此在新兴手机市场上“一统江
湖”，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制造商。

顺风顺水时，往往暗藏危机。塞班
系统带来的巨大成功，让诺基亚一度躺
在功劳簿上，系统更新永远只是“新瓶装
旧酒”。

随着人们对手机上网、互联互通、即
时娱乐的需求增加，以通话为主的塞班
系统并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2009 年
底，许多公司纷纷宣布放弃塞班系统，转
向安卓系统。

一步错，步步错。在失去市场先机
的情况下，诺基亚仍执意收购塞班公司，
但新推出的塞班升级版系统却无人问
津。长期垄断客户资源的局面被打破，
业界霸主的地位风雨飘摇。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新的市
场需求，手机霸主手握上千专利，却不愿
否定自我、改革创新。不肯回头的百年
名企败局已定——2013 年 9月，微软正
式宣布收购诺基亚的设备与服务部门，
昔日辉煌终成绝唱。

有位知名企业家曾说过：“最大的风
险是不变，要么自杀重生，要么他杀淘
汰。”将时间“倒带”，很多事情清晰可
见。诺基亚之所以走向失败，是因为企
业不善于打破固有思维、怠于创新，很快
被同行超越、被时代淘汰。

2016 年，诺基亚授权 HMD 及富士
康重新以诺基亚品牌推出手机，再次卷
土重来，成功夺回一些市场份额。随着
5G时代的到来，诺基亚再次走向新机遇
的“风口”。如果它成功抓住了机遇，或
许将是下一个百年辉煌的起点。

左上图：士兵在使用TRG-42狙击步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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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百年名企的“军工印记”
■沙凌云 何思聪 王 晗

有人说，机电舱是船艇的“心脏”。
这颗“心脏”，由主辅动力设备、成千上万
条管线和数不清的精密零件组成。守护
好这颗“心脏”，确保各路“血管”畅通无
阻，是船艇机电技师的职责。

彭军是旅里的技术大拿，个子不算
高，名气却不小——入伍第五年就当上
机电长，有一手“听音辨障”的绝活。
2002 年，彭军从原镇江船艇学院毕业
后，分配至该旅船艇大队。当时，恰逢单
位接装新型船艇。彭军发现，新船艇的
机电系统与旧艇差别很大，在学校所学
的知识也与新列装装备有所不同。他暗
下决心：一定要在最短时间里摸透新装
备，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段时间，为了搞懂设备特点，彭军
对照着数百张图纸，下舱室、摸管路，熟
悉管线走向，分析设备性能，做梦都念叨
着各类参数。2个月后，他愣是把 50厘
米厚的图纸都翻成了“白菜卷”。

彭军有一颗好学的心。设备厂家技
师每次过来维护保养装备，他都拿着小本
跟在专家后面，请教机器的维修要领，按照
他们的指导方法，对设备一遍遍地进行拆
卸、检修；单位到船厂接装，他自告奋勇，到
了船厂缠着专家“拜师学艺”。一次次摸索
和总结，他终于迎来了专业技术水平的突
飞猛进，成为新装备的“活字典”。
“要当好‘心脏’的‘主治医师’，必须

得有好听力。”彭军时常这样说。在船艇
机电舱，发动机的声响震耳欲聋。彭军
有着“听诊器”一样的耳朵，只要仔细一
听，便能从发动机的声响中判断细微差
别，找到发动机的“病情”所在。

练就绝活，离不开水滴石穿的钻研和
精益求精的追求。和发动机“朝夕相处”
的日子，彭军发现，发动机出现不同故障
时，声音都会略有不同。如果能快速“听”
出问题，就能极大缩减故障处置时间。

从那以后，每次发动机“闹脾气”，他
都会用心将声音记在脑子里，并观察发
动机排烟、震动等情况，总结可靠有效的
排除故障方法。经过多年积累，他的数
据库已存储了近百种常见故障的声音，
彭军也渐渐摸清了这位“老朋友”的“脾
气”。

有一次，他随某型船艇参加综合演
练。突然，船艇后部机电舱传来断断续

续的爆鸣声。“不好，可能是海水泵进空
气了。”千钧一发之际，彭军转身冲进机
电舱，弓着腰竖起耳朵，仔细辨认故障原
因。没过一会儿，他便找到机器“病源”
所在，异响是源于海水泵进气导致的增
压器喘振。如果不及时处理，主发动机
温度过高，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海面风浪极大，船艇左右摇摆
超过 20度。在剧烈摇晃的舱内，为了保
持身体平衡，彭军用背包绳把自己绑在
发动机一旁的管道上。他用尽浑身力气
打开放气阀，只听空气“哧哧”从阀门排
出，2分钟后，异响消失，设备正常运转。
“凡事专注，笨鸟先飞。”在彭军的笔

记本扉页上，这8个字格外显眼。21年如
一日的坚守与专注，让他在不足 10平方
米的机电舱里，实现了从“菜鸟”到“大咖”
的逆袭，写下了一段精彩的励志故事。

制 图：唐国钦

彭军：听“音”辨障练绝活
■曾梓煌 何 润

跨界名企②

人物小传：

彭军，南部战区

陆军某海防旅船

艇 大 队 机 电 技

师、二级军士长，

先后20余次参加

大型演习任务，

曾获全军士官优

秀 人 才 奖 一 等

奖，荣立二等功1

次，三等功4次。

人物·科技先锋

军工微故事

镜头面前隐患多
■罗 娟 廖治铧 黄武星

保守秘密无小事，相机、手机随
手一拍，可能会造成失泄密事件发
生。从事武器装备研发生产、维修
保障的工作人员，只有严格遵守保
密纪律、提高保密意识，才能有效避
免失泄密事件发生。请看下面两则
小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老李，你们忙什么呢？”在空军

某工厂的车间里，丁师傅看见李师

傅和小王在摆弄着相机，好奇地上

前询问。

“小王被评上本月质量标兵，需

要拍一张工作照，这不正在拍照

嘛。可我这拍照技术不行，试了几

次都不理想，要不你给指导指导。”

李师傅把相机递给丁师傅。

丁师傅接过相机，一边翻看照

片一边笑着说：“这些照片还可以

嘛，我来挑张最好的。”忽然，他盯着

一张照片眉头紧皱，端详一会后，径

直走到机床大面板前，将一份用磁

铁固定的图纸摘了下来。

李师傅和小王好奇地凑过去一

看，是一张正在加工的零件工艺图

纸，图纸上鲜红的“关键件”印章，让

两人吓得一身冷汗。李师傅对丁师

傅竖起大拇指，说：“老丁，还好你发

现了，否则我们就犯大错了。”

“绷紧保密弦，才能避免失泄

密。”丁师傅严肃地说。

“我们一定提高保密意识！”李

师傅满脸羞愧地接过相机。

点 评
一张照片、一条短信、一个电

话，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事，很容易

因为人们的疏忽大意，造成失泄密

事件的发生。保密无小事，只有时

刻绷紧保密弦，才能确保保密工作

万无一失。

拍照莫大意

“部队申请车辆维修，我这边暂

时走不开，你赶紧去一趟。”某军工

企业技术员李师傅接到部队抢修任

务，派徒弟小刘先行前往。

小刘跟随火箭军某旅张连长来

到故障车前，一番检查后，小刘犯了

难——故障比较罕见，一时无从下

手。

“李师傅，发动机内部故障，我

没把握……”小刘赶紧拨通李师傅

的电话，两人交流过后，李师傅心中

有了谱，要求小刘打开视频聊天，根

据现场情况进一步确定故障原因。

“同志，这里禁止使用手机拍

摄。”小刘正准备打开视频聊天，张

连长大声喝止。

小刘恍然大悟，满怀歉意地对

张连长说：“谢谢提醒，我一定严格

遵守部队安全保密规定。”

没过多久，李师傅带着工具赶

了过来，顺利地将故障车维修好。

点 评
保密就是保安全、保打赢。保

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一旦手机

被植入木马，军事机密就可能从镜

头流出，给军队安全造成重大影

响。部队官兵、军工人只有严守保

密纪律，增强保密意识，才能防止

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视频须当心

漫画：姜 晨

战争史上，常有秘密武器与非

秘密武器之说。所谓秘密武器，就

是战前秘而不宣，战中突然使用，对

敌极具震慑，于我突收奇效。很多

武器装备一旦失去了新奇、突然这

一隐秘特性，就会失去应有的威力。

决胜利器，不可示人；示之于

人，更易受制于人。正是基于血淋

淋的历史教训，世界各国对核心武

器装备无不采取严密的信息保护，

从立项、研制、试验到装备部队等一

系列程序都秘密进行，技战术性能

和作战效能等一系列指标都严格保

密。如果让新式武器未用而先为人

所知，其后果一定是未战而先衰。

武器装备被对手了解得越多，它的

能量就越小；暴露得越早，它的“寿

命”就越短。

古人云：“兵机皆贵密”。但事

实上，武器装备的失泄密问题仍屡

见不鲜，围绕武器装备性能保密与

窃密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一个

最明显的例子是，二战时盟军破译

了纳粹德国的超级密码机，为了打

消对手的泄密顾虑，面对希特勒试

探性发动的大规模突袭，丘吉尔忍

痛牺牲一座城市——考文垂，以惨

痛的代价掩护宝贵的情报来源，使

德军许多重大行动对盟军不再有秘

密可言。

作为武器装备研发的策源地，

军工企业在保守武器装备秘密方

面干系重大。军工人，一方面姓

“军”，掌握着“枪杆子”的技战术性

能参数，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最高

机密，历来是敌特分子重点窥伺的

对象；另一方面又属“民”，与社会

各类人员接触频繁，极易成为敌特

分子诱骗攻破的关口。历史和现

实中的不少失泄密事件，都发生在

军工领域。

面对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军工人

必须明白，一个数字、一页稿纸、一份

文电，都可能是敌特分子渴求的信

息；一个标识、一种型号、一套设备，

都可能是敌特分子追踪的目标；一次

触网、一幅照片、一段视频，都可能是

敌特分子探寻的谜底。要知道，你的

无知或大意，很可能将国家机密拱手

相让；你的松懈或侥幸，很可能让国

家巨大的投入、辛勤的汗水付之东

流。

凡事不密则害成。守不住国之

重器的机密，就等于在战场上给对

手增加了胜战的砝码。为此，军工

人必须强化保密意识，不仅要在电

脑上设置密码，更要在大脑里加装

“安全锁”；不仅要及时刷新防范知

识，更要注重提升防范能力，防止武

器装备的失泄密事件发生。

武器暴露越早“寿命”越短
■张西成

匠心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