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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浪智慧洗涤科技有限公
司占地3000平方米的中央洗衣工
厂里，公司创始人衡飞总是楼上楼
下不停地忙碌着，衣服洗得怎么
样，鞋子又刷了几双，总要把把关
才安心。军人出身的他，做事严
谨、追求完美，对于自己一手打拼
出来的这番事业，更是格外珍惜。
1986年，衡飞出生在天津北辰区，
19岁那年，他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
空降兵，凭借过硬的军事技能，在
部队多次被嘉奖。2011 年，衡飞
退伍回到家乡，在北辰找了一份相
对稳定、工资也不低的工作，但不
甘平庸的他，心里总是时不时就会

冒出创业的念头，很快，他注意到
了修鞋洗鞋这一行。

2013年，衡飞辞去工作，租下
一间小商铺，叫上两个战友，共同开
起了飞浪洗鞋店，但因为没什么知
名度，技术也不够熟练，一开始店里
的生意并不好。衡飞他们只能是一
边努力提升改进技术，一边发挥军
人吃苦耐劳的劲头，延长营业时间，
常常是早晨六点多开门，一直到晚
上10点多都不关门。生意逐渐好
起来之后，他们又购置设备，增加了
洗衣业务，也正是这期间发生的一
件事，令衡飞对自己选择的这份事
业有了全新而深刻的认识。“当时有
一个女孩把衣服送到店里洗，结果
风衣上一个金属的小扣被洗掉了，
小姑娘十分难过，说这件衣服是给
她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妹妹穿的，妹
妹很喜欢这件衣服，洗完之后可能
要穿着它离开这个世界。我当时感
触特别深，就决定以后要认真呵护
顾客的每件物品，看似是洗件衣服
刷双鞋，但可能这每件物品都是心
爱之人送的，也可能是父母留下来
的最后一样东西，它背后有很多的
故事和意义。”衡飞动情地说。

凭着细致用心的服务，飞浪洗
衣的业务不断扩大。2016 年，衡
飞组建起了一家中央工厂店外加
两家收衣门店的一托二经营模式，

2019年，又建起了规模更大、设施
更全的飞浪中央洗衣工厂。在这
里，衣物从进厂清洗、烘干、熨烫，
到打包出厂，要严格遵循十五道洗
涤程序，为了做到公开透明，让顾
客安心，衡飞还跟科技公司合作，
研发出了链接顾客、门店、工厂三
端的洗衣软件，一件衣服从被门店
收走，一直到洗完送回顾客手中，
全程可跟踪可追溯。

从手机上的洗衣软件，到工厂
里的智能设备，无不蕴含着衡飞善
于发现、敢于开拓、乐于创新的经营
之道。2021年，他历经层层选拔，成
功获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为
了支持衡飞的事业，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协调园
区减免了飞浪数十万元的房租费
用，还多次帮助飞浪对接银行等有
工装洗护需求的用户。现在，飞浪
在全市的收衣门店已经从最初的两
家发展到了65家，全部员工加一起
达到了两百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是
退役军人或军人家属，平时他们都
喜欢按照在部队时的习惯，称呼衡
飞为衡班长。

近两年，互联网洗衣逐渐成为
一种时尚，衡飞带领团队紧跟潮
流，开设直播间推销飞浪的洗护服
务，同时在大学城、写字楼等年轻
人较多的地方设置智能无人收衣
柜。他常说，创业路上不能只顾低
头奔跑，一定要抬头看路，跟上时
代，瞅准方向，全力以赴，这样才能
在成就自己的同时，帮助更多人。

退役不褪色创业在路上
穿上军装，是保卫者，脱下军装，是建设者，新时代下，许多军人在退役回到地方

之后，都会通过创业开启全新的人生，他们在完成自身转型的同时，还带动更多人实

现了就业。近日，记者采访了其中三位优秀的退役军人创业者。

宝坻区龙鑫园，是一片占地220亩的有
机生态果园，信真作为这片果园的主人，几乎
每天早晨都要到园子里转上俩小时，拾掇拾
掇树苗，检查检查设施，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看着70多岁的老信这样操劳，不少认识他的
人都不能理解，因为老信从部队退休前已经
是师级干部了，全家人都在北京安了家，待遇
优厚、生活舒适，可他却偏偏选择放弃安逸的
退休生活，在60岁的时候举家回到自己出生
的地方——天津宝坻区郝各庄镇西郝各庄
村，开启了晚年创业生涯。信真说：“我既不
图名也不图钱，我就是有一种报恩家乡的情
结，因为我打小家里非常贫困，逢年过节连吃
顿饺子的面都没有，乡亲们这一瓢那一碗的
送点面送点米呀，给了我很多帮助，我真的就
是想回报，让乡亲们手里有点儿零花钱。”

为了带动乡亲们就业创业，增加收入，
信真先是雇用一小部分人，建起了一处蚯蚓
养殖基地，第一年就赚到了几十万，乡亲们分
到钱个个乐开了花。养了三年蚯蚓后，老信
用赚来的钱外加自己一部分积蓄，流转到
150亩土地搞起了绿色有机水果种植，他将
村儿里的退伍兵、军烈属组织起来，成立了农
业种植合作社，还专门雇了一些家庭条件比
较困难的老乡来侍弄园子。为了方便大伙儿
进出，老信他们合作社先是拿出20多万元修
了一条路，然后又盖了两个葡萄大棚，再加上
购买树苗、铺设灌溉设施、聘请技术员等等七
七八八的花销加一起，一次性就投入了三百
多万元。头两年，果树还是小树苗，根本不产
果儿，所有投入都看不到回报，后来好不容易
长出点果子，还要历经风吹、雨打、鸟啄等各
种自然灾害，有些品种常常是颗粒无收，但老
信始终没有放弃。

为了提升水果品质、增加产量，一把年
纪的信真骑着自行车到处考察学技术，熬过
最苦的时候，迎来了果园的丰产期，销量上
去了，来采摘的人也多了，老信他们这才见
到了回头钱。2021年，市关爱退役军人协
会工作人员到龙鑫园考察，发现这里地势低
洼，一下雨道路就很泥泞，果子运不出去，采
摘的人进不来，于是立即协调区里出资十几
万元，在园子里又修了两条路，并且主动联
系食品集团等单位，帮老信他们增加果品的
销售和深加工渠道。

老信常说，正因为有大家的帮助，他这
条晚年创业路才走得越来越宽阔。如今，龙
鑫园种植的果树，已经发展到了八大类，三
十多个品种，共计三万多棵，周边不少农户
纷纷学着老信的样子，从种植玉米、小麦等
传统粮食作物，改种果树，即便是家里只有
几亩地的小农户，一年光是卖果子也能赚上
个四五万。老信说：“回乡创业这十年可以
说风风雨雨，沟沟坎坎，什么困难都遇到了，
能坚持下来还是因为我有一种军人的情怀，
军人的担当，无怨无悔！”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果园里的军人本色

今年45岁的汪洋出生在安徽桐
城，16岁就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成
为了一名军事人才，本硕博连读的
12年里，汪洋所学的专业涉及机械
机电、测控计量、信息通讯等领域，在
校期间，他就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关
键的国防科研项目，毕业后分配到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作为技术
人员，他深度参与了嫦娥探月、神舟
飞船、北斗卫星等航空航天项目，这
段经历，不仅磨炼了汪洋的专业技
能，更让他养成了强大的心理素质。

2016年，军龄22年的汪洋迎来
人生转折点，面对计划安置和自主

择业两种退伍方式，他果断选择后
者。在他看来，无论是怎样一份安
安稳稳、令人羡慕的工作，都比不上
放手一搏、追寻人生带来的更多可
能性、挑战与满足感，“刚开始我也是
一种朦胧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想好，
先出发，再慢慢寻找……但是我觉
得人工智能必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
越来越大的价值，那我就要借助人
工智能，做一个真正在生活中能够
得到应用的产品，而不是一直浮在
表面上的一个技术。”汪洋说。

一开始，汪洋尝试过不少项
目，一度拉起一支两百人的团队，
研发智慧广告屏幕和生活服务类
软件等，但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
果，其中一些市场前景不明朗的项
目，不仅赔了钱，连研发团队也解
散了，但这都没有打消汪洋创业的
信念。2021 年左右，他将目光投
向了我国庞大的银发市场，带领研
发小组研制了一款健康陪伴智能
机，这个产品可以让老年人通过佩
戴内置光电转换和震动传感器的

专业手表，随时监测自己的心电
图、血压、血糖、尿酸等身体指标，
然后还能跟AI人工智能医生进行
互动，获取健康指导。

汪洋的创业故事，引起了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关注，他们积极提
供指导，助力汪洋公司的产品获得
了天津市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
生活服务类产品一等奖，同时对接
社区、养老院，帮汪洋拓展销路。
随着用户和使用场景的增多，汪洋
的团队也在不断丰富产品性能，除
了传统的 AI 医生，还在软件中增
设了律师、警察，以及逗人开心的
小宝宝等人工智能角色。如今，汪
洋他们的第一代健康陪伴智能机
产品，已经走进了大约一万两千户
家庭。最近，公司研发团队又研制
出了一款中医智能机器人，它吸收
海量中医知识和诸多中医名家诊
疗用药的经验和数据，具有相当专
业的中医看诊水平，与此同时，汪
洋把公司遍布全国的分销网络向
社会敞开，着重吸纳退伍军人加入
进来代理产品。汪洋说，他现在最
主要的任务，就是持续夯实产品，
为带动更多人创业这个“瓷器活
儿”，打好“金刚钻”。

军魂与人工智能的碰撞

军中兵王变身“洗鞋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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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汪洋

信真信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