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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是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起

步的，历经近 40年的发展，到今天几乎成为所有企

业的“标配”。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文化在很多企

业并没有真正“落地”，形式上的宣传多，注重内涵培

养的少，有的企业甚至仅仅是把企业文化当作“面子

工程”。其根源在哪儿？如何让企业文化真正成为

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活力之源？ 近日，笔者带着

这些问题到多家企业进行了调研。

企业文化流于形式的根源

决策层定位出现偏差。企业决策层对企业文化

建设的认识和定位直接影响了企业文化建设的走向

和实效。笔者与一家制造企业董事长座谈时，发现

她对企业文化的定位和认识有较大偏差，尽管她认

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凝聚力的重要性，但她更倾

向于把企业文化做成政绩工程。无独有偶，这家企

业的其他领导也同样认识模糊，一位副总经理甚至

对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充满抵触，认为企业正处于创

业阶段，经济效益差，职工收入低，这时搞企业文化

建设纯属浪费，随便编几句好听的话撑撑门面就可

以了。像这种围绕错误的出发点做出的企业文化，

肯定不是以职工为本，职工不认同也是意料之中的

事情。

朝令夕改让职工无所适从。企业文化需要随

着企业发展进行完善和提升，但要有一个稳定期成

熟期，短期内频繁改变，极易让职工反感、抵触，对

企业产生不信任的心理。笔者在一家化工企业调研

时，职工反映的普遍问题之一是企业文化修改随意

性太大，有的说：“领导换一个，文化换一套，到底是

领导文化还是企业文化？我们想不通。”有的说：“管

理措施、活动方案今天定了明天就改，职工经常做无

企业文化如何走出“落地”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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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文化理念提炼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只有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才会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企业文化也是如此。而企业决策层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定位直接影响了企

业文化建设的走向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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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劳动，领导们根本不慎重。”这种朝令夕改的行为

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职工们的反感直接表现在工

作中，导致产生群体性打工心态。

脱离实际搞文字游戏。有的企业热衷于找专

家团队打造企业文化，忽视了对企业的适用性，忽视

了基础调研的重要性，使企业文化在实施时产生削

足适履的尴尬，最终流于形式。笔者在一家农投公

司调研时就发现了这种情况，职工们背诵企业文化

理念一字不差，但谈起宏伟的愿景、规划、战略却充

满调侃，一位职工这样说：“我们只是一个刚起步的

乡镇农业公司，连运营方向都搞不明白，却大谈要冲

出中国走向世界，画饼也不是这么画的呀。”笔者认

为，企业文化是企业职工在工作中形成的共同价值

观，是来源于职工，又高于职工的方向性指导，必须

从实际出发，从贴近职工的角度切入，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提炼，而不是搞那些“说起来琅琅上口，做起

来没有实效”的文字游戏。

推广方式缺少科学策划。企业文化形成后要面

向全体职工推广，从视觉识别系统统一到文化理念

宣贯，从理念认识到行动融入，整个过程都需要精心

策划，使其在科学系统的指导下，持续性推进，方可

润物无声地在职工脑中生根。笔者在一家化工企业

调研时，企业文化部的负责人诉苦说，企业文化理念

推广了好几年，干部职工仍然记不住用不上。而职

工们却反映，企业文化推广工作，一会儿下一场“雷

阵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最后糊里糊涂也不知

道搞了些什么。比如有一年，公司声势浩大地举办

了半个月的全员企业文化培训，过了一个月又搞军

训规范行为，消停了两个月忽然又来个企业文化演

讲。纯粹是心血来潮的瞎折腾。

对企业文化“落地”的思考

决策层要思想统一，身体力行，坚定推行。很多

企业把企业文化的制定和推广当作一个部门的事，

当作锦上添花的事情。一些高层领导甚至认为与己

无关，在制定和落实过程中不配合。上行下效，导

致企业文化难以真正“落地”。这就好比领导经常

说脏话，又怎么能要求职工讲文明？本质上企业文

化是企业决策层的意志体现，凡成功的企业从企业

文化建设形成之初，决策层就全面参与，并用权威

的方式进行推动。因为，一方面企业文化建设是

一个长期过程，更需要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如

果没有决策层的支持，企业文化建设就是纸上谈

兵。另一方面，决策层的态度对员工有着重要的示

范作用，只有决策层自觉融入企业文化中，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带动大家不断努力去实现

愿景目标，保证企业文化顺利推广，并在推广的过

程中得到完善。

企业文化理念提炼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

去。理论只有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才会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企业文化也是如此。在提炼企业文化

理念前，企业文化负责领导及团队人员一定要深入

职工搞调研，了解企业实际情况，摸清干部职工思

想，在符合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创意化、个性化、时代

化的提炼，使之被大家广泛认同，引起共鸣，深入人

心。比如《班组天地》杂志多次刊登过神华准能集团

的班组成功经验，准能集团的标志性文化“你能，我

能，大家能，准能！”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振奋人心。

去参观学习的人们多次撰文提到“准能的企业文化

真正根植于每一位企业职工的心中，准能的职工们

喊出这句话时的激情和自信非常具有感染力。”准能

集团的飞速发展与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这也从侧面证明，源于实践的企业文化一旦被职工

认同，就会具有巨大的引领力、强大的感召力、持久

的生命力。

企业文化推广要系统策划、有序推进，执行到

位。目前，企业内普遍存在企业文化工作人员缺乏

54



兰花科技

经 营 管 理经 营 管 理

2022.1（总第81期）

企业文化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问题，抓不住重点，执行

不到位，导致企业文化推进无力，只能在更新视觉系

统上做一些表面文章。笔者认为，企业文化推广是

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活

动设计，也要考虑形式上丰富、灵活，贴近职工心理，

还要考虑推广过程的可持续性和融入工作实际的适

用性，没有一个基于企业工作实际的全盘规划是不

行的。这需要决策层与企业文化负责部门沉下心来

思考，通过科学系统的策划，把企业的价值观渗透

到职工骨子里、生活中、工作上的每一处细节，而不

是想起来轰轰烈烈搞一场活动，没时间就偃旗息鼓

忘到九霄云外。

企业文化“落地”的基础是对职工的理解和关

爱。企业文化建设是项复杂工程，离不开基础性的

活动组织，离不开广泛宣传，更离不开企业对职工的

关爱和领导干部对职工的理解，设身处地为职工着

想，才能让职工发自内心地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对企

业文化产生认同，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动、

自发地提高工作效率。

总之，企业的管理者只有真正认识企业文化

的重要意义，并愿意持之以恒付诸实践，才能带领企

业全员找到正确的途径，让企业文化在职工心中落

地生根，并形成一种改变人内心的强大力量，推动

企业不断向前。

带”分布测定，测定结果表明：距煤

巷巷帮 0-8m的范围内为“泄压带”；距煤巷巷帮 8-
15m的范围为“集中应力带”，且 12m附近为应力峰

值区域；大于15m的范围为“原始应力带”，为钻孔封

孔深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2）根据对钻孔封孔情况及巷道“三带”分布

的分析研究，玉溪煤矿对钻孔封孔工艺进行了改

进，将封孔深度由 9m延长至 12.5m，封孔深度超过

集中应力带应力峰值点；再则将孔底囊袋改为石

膏封堵抽放管末端，提升注浆压力至 0.7MPa。采

用新的封孔工艺后，3个月内钻孔平均浓度为

53.8%；截止 3个月时浓度仍维持在 40%，实现了

高效抽采。

（3）采用新的封孔工艺，大幅度提高了瓦斯的抽

采浓度，延长了抽放衰减周期，为煤层瓦斯长时间预

抽提供了技术支撑，实现了矿井高浓度瓦斯的稳定

利用，增加了安全保障，创造了经济效益。

（4）巷道围岩三带分布范围受到埋深、巷道断面

积、巷道形成时间、钻孔施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后期生产期间应加强瓦斯抽采浓度、瓦斯抽采量

的统计，并根据测定结果及时检验和修正巷道三带

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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