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养殖二厂能顺利运行，多
亏了咱供电部门，说是让我一趟都不
跑，今天我非得要亲自跑一趟谢谢你
们！”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负
责人宋伟对铁岭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笑着说。

原来在 10 月 5 日那天，大客户
经理一班班长李猛正在值班。“铃、
铃、铃……”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打破
了办公室的宁静。凭借多年的服务
经验，李猛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一定是

“急活”，他立刻接起电话。
“我们养殖厂现在有5万头猪，而

且还在大批量发展，天越来越冷了，
猪急需要供暖，现在的供暖设备容量
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我急需办理电增

容。”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负
责人宋伟急坏了。

撂下电话，李猛第一时间驱车前
往现场。在经过仔细勘察，了解到用
户新设备需要增容，建设周期约为50
天左右。考虑到气温越来越低，为了
保证养殖厂正常供暖，办理用电已是
迫在眉睫。

回到单位，李猛就客户情况与相
关部门进行详细沟通，并组织相关工
作人员再次到现场进行勘察。由于
用电场区大、延伸线路长，负荷零散、
供电布点交叉跨越多，如考虑不周，
很可能影响公共电网正常的安全运
行，李猛走遍了工地的每一个关键点
位，帮助客户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

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将供电方案
交到客户手上，回来单位后，他利用
晚上时间，迅速收集电网数据了解客
户用电需求，连夜将供电方案编制完
成。

当客户拿到方案时，感动地说：
“‘人民电业为人民’真不是一句口
号，我这次是真真实实感受到咱们供
电公司的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了，
有你们在，在用电这块儿我是真的放
心！”

“我们提供‘电支撑’，助力企业
高质量发展，就是我们供电公司服务
的宗旨。”李猛欣慰地说。

记者 周芳 通讯员 董驰

电力公司“管家式”服务 解企业“燃眉之急”打造优质电力
营商环境

电力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勘查。

在暑假进行的一次调研中，东大
学子孙兆舆发现了水文行业在信息
采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他
瞄准天然水体监测领域，开启了创业
之路。

孙兆舆带领团队不断前进，还有
了一个更大的创业梦想，为国家守护
绿水青山。

调研中寻到痛点
瞄准天然水体监测领域

孙兆舆是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 2018 届本科毕
业生，目前是沈阳言叶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现任公司CEO。

孙兆舆选择创业，主要是因为母
校东北大学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大二开始，孙兆舆积极参加参加学校
的各项创新创业活动。他带领团队
参加了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
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以及创业训练项
目。在这一过程中，他锻炼了能力，
积累了经验，也对创新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

大二暑假，同学们都早已陆续回
家，孙兆舆带领团队启动了辽宁省水
利行业自动化应用的调研。在调研
过程中，他发现当前水文行业中，信
息采集存在不及时、不方便、数据点

位少、人力消耗大等缺点。孙兆舆敏
锐地感觉到在河道、湖泊等天然水体
监测上的应用上或将大有可为，于是
他迅速投入到了数字化流速仪研发
中，以解决水流流速测定时容易遭遇
的信号处理难题。

解决河水流速检测难题
拿下了合作协议

为了采集最真实的水流信号，孙
兆舆来到辽阳的一个水文气象检测

站进行实地监测。他在辽阳当地建
立了一个工作室，开始搭建并模拟真
实水流模型。

期间，他和团队搭建了三维打印
样机，并进行建模仿真。这个过程
中，团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水文检测
伴随着很多噪声信号，噪声对于真实
信号的还原产生了不小的阻力。为
解决这个问题，他从硬件和软件上同
时进行滤波处理，最终还是实现了河
水流速的检测，并与沈阳水文局签订
了合作协议。

以此为契机，孙兆舆在2016年成
立水云织梦项目组，经过技术沉淀和
项目实践，项目组攻克了水文监测领
域中监测端、云平台和客户端的多项
数据治理技术和管理难题，大幅度提
高了水利部门及农林牧渔业水文监
测的精度和效率，率先实现了辽宁省
范围的水文数据互通。

截至目前，项目组所研发设备已
全部通过国家计量测试中心精度认
证，申请专利 6 项，其中已授权 4 项，
拥有13项软件著作权。

2017 年孙兆舆注册成立了沈阳
言叶科技有限公司，带领团队开发出
了新一代产品智能监测终端。同年，
该项目产品迅速落地转化，使公司当
年实现营收。孙兆舆说：“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公司不掌
握核心技术，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从
传感器硬件通讯到信号的滤波算法，
公司产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心技
术，成功申请四项专利，其中已有两
项实现成果转换。

研发环保智能检测设备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察觉到市场的迫切需求，2018
年，孙兆舆带领团队对产品进行了迭
代升级，研发一系列终端检测设备，

推出“河长云”服务项目。“河长云”服
务项目通过现代先进传感器技术、物
联网技术，可以将数据实时、准确地
传达到用户手中，为水文相关部门分
析水文环境、制定政策、保护和管理
水资源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这也为公司实现了营收的几何
式增长。

目前，公司相关业务面向政府与
企业，智能监测终端设备销售已覆盖
辽宁全省各地水文局，并与全国近20
个省市达成合作意向，与20余家企业
签订合同。公司成立以来，累计销售
设备 500 多套，提供技术服务 42 项，
总销售额达300多万元。

为国家守护绿水青山
是他的梦想

孙兆舆希望未来公司立足东北，
面向全国，成为智能监测行业国内优
秀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经过了几年的创业，孙兆舆体会
到，创业已经不仅仅是将自己所学得
以运用到实际，他还有更大的创业梦
想，为国家守护绿水青山。他坚信，
在自己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言叶
科技”可以为智能监测行业做出自己
的贡献。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在最美好的年纪，除了学习，我
还想做点其他事情。”20 岁的王俊鳌
说

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有一个
阵容强大的创业团队。在同龄人都
向父母伸手要钱的年龄，他给了父母
十五万元。

王俊鳌团队主要做软件和人工
智能领域的研发，“希望让科技带给
每个人最简单的幸福。”

王俊鳌的创业经历得从帮助姥
爷安装一款辅助视频聊天软件开
始。

姥爷年龄大了，隔三差五就想和
晚辈们视频聊上几句，但每次操作都
不太顺利，握着手机却不知道点击哪
个地方。王俊鳌想用自己所学帮助
老人解决这一“难题”，他设计个程
序，在老人手机里面安装了一款软
件，“我把老人的微信好友在手机桌
面上进行分类，第一排是儿女，第二
排是兄妹。这样老人想找谁，点击进
去就可以和对方视频聊天，省去了一
些操作步骤。”

“用自己所学，让老人享受到科

技带来的快乐，这很有成就感。”王俊
鳌说。这个经历让也有了创业的想
法。

王俊鳌把创业的想法告诉了几
个大学同学和在外地读书的高中同
学，大家感觉还不错，都有加入的想

法。几个人一拍即合，创业的事就这
样定下来了。2019 年 9 月，王俊鳌正
式开始创业，他还通过高中老师联系
到了在清华大学读博的学长加入到
团队。

团队一共10人左右，因为专业不

同，所以团队分工明确。例如，清华
的学长负责技术研发工作，林业大学
的同学负责财务工作，厦大的同学负
责市场营销和宣传管理等工作，身边
同学也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学校给予他们很大的支持，不仅
提供了实验室，一些设备也让王俊鳌
他们使用。

创业刚起步，没有资源，如何联
系客户？王俊鳌说，他们会在网上找
一些活儿，遇到有招标的也会尝试投
标，学校老师有合适的活也会推荐给
我们，目前为止，团队接的最大的单
大概在40万元左右，主要是给客户做
监控设备方面的调试。

创业一年多来，让王俊鳌收获最
大的还是疫情期间的一个项目，这个
项目是为大连瓦房店当地一家医院
隔离病房安装PLC工控设备，主要是
让病房和走廊分别呈现负压和正压
的状态，这样病房的空气就不会流通
到走廊。

王俊鳌回忆，那时正值疫情最紧
张的时候，他要抢时间完成项目，而
团队的其他人还不能随时到瓦房店，

于是，他找了当地一家企业的工程师
帮忙，随后独自到医院调试。

回忆那段经历，王俊鳌仍记忆犹
新：“那时很多人都不敢出家门，更别
说去医院了，我是家里的独生子，一
开始妈妈也不同意我去，我说全国都
在抗疫，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我所做
的也是和抗疫相关的工作。我给她
做了一晚上的思想工作，最后她同意
我去了。”

为了和时间赛跑，王俊鳌一周都
没回家，白天干活，晚上就在医院铺
个睡袋休息一下，“人手多的话一两
天就能做完，我自己前前后后调试了
差不多一周。”

创业期间，王俊鳌还和团队的人
一起参加了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
国家级的大赛，最后只拿了个省银
奖。

除了增长见识，在经济方面王俊
鳌也收获不少，读大学期间，他不仅
没有向家里要钱，而且还给父母十五
万元，身边的人对此，都竖起大拇指
称赞。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创业灵感从哪来？大学生没资源咋起步？

创业中怎样做到梦想和效益两不误

孙兆舆。 受访者供图

王俊鳌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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