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凭良心做人、靠诚信做事”，这是几千年

中国人为人处事的箴言，也是对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基本要求。把讲良心作为立身之本，老

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安安全全经营，

踏踏实实赚钱，这是食品安全生产、经营的行

业规范和起码要求，也是我始终坚守的行为

准则和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我是李春利，河北承德双滦春利糖酒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1999 年，下岗的我借

钱开了一家小商店。虽然本小利薄，辛苦一年

也就能挣个温饱，但我坚持童叟无欺，即使进

价高，也坚持通过正规渠道进货，对于小作坊

的商品尤其是食品，我一律拒之门外，有过期

变质的食品，即使舍不得，咬着牙也全部销

毁，绝不让它们被别人吃到肚子里。有人骂我

傻，说，“一点半点的没事，吃不坏人，扔了太

可惜了。”可我是个脾气倔强的人，我对他们

说，“一次吃不坏，两次吃不坏，万一哪天吃出

事来，后悔就晚了，做人要有良心，不能肥了

自己、害了别人，欺骗顾客、赚昧良心的钱，睡

不踏实。”从此，再也没有人说过类似的风凉

话。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我诚信经营，

吸引了很多回头客，周边的人都爱上我的商

店选购商品，他们说，“在春利的商店买东西，

买什么都放心，价格便宜，质量又好，多走几

步道都值得。”正是这样一句话，更加坚定了

我凭良心做人、靠诚信做事的经营理念。随

后，我不断充足货源，扩大规模，但商品质量

关丝毫不敢放松。

付出就有回报。客源的增多，收入的增

加，人脉的增值，成就了我原始财富的积累。

小打小闹，永远成不了气候，人往高处走，水

往低处流，只有放手去搏，才能知道自己到底

有多大的能量。

2004 年，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把商店打

造成一个成规模、上档次、有影响的实体。用

尽所有的积蓄，加上筹借的一部分资金，这年

9 月，我以 50 万元注册资本，在双滦区滦河镇

北门外注册成立了承德双滦春利糖酒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做人不能忘本。只有做到经营诚实守信，

产品安全优质、物美价廉，让百姓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才能吸引和巩固客户，从而促进企

业发展。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优化进货渠道，强

化内部管理，让利于广大消费者，既赢得了供

货厂商及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在业界同行内

也有较高的信誉和位置。2006 年 6 月 1 日，我

公司被核准为全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承德

市双滦区试点企业；2012 年，在承德市盐业专

营公司和双滦区商务局协调配合下，公司取

得了双滦区盐业专营代理权。

经过几年的打拼，目前，我的公司已拥有

员工 60 人，固定资产近 250 万元，流动资产

280 万元，经营面积 3000 平方米，经营小食品、

饮料、白酒、啤酒、生啤罐装、土特产品、调味

品等 600多种产品，配送车辆达 11辆。

做食品生意，就是在做心、做情、做信、做

义、做民生。老百姓为什么要上你这儿买东

西，不光看的是你的店有多大、货有多全，主

要看的还是开店人的人品和信誉。店大欺客，

消费者来过一次以后不会再来第二次，这样

做生意，路只能越走越窄，店越大越赔。

为了做到统一管理，所有“万村千乡”市

场农家店的店面招牌、店内货架、消防用具、

制度公示牌、内部装潢等费用都由我的公司

负担，虽然每年商务部门都给予一定的资金

支持，但清算下来，每个农家店建成，我的公

司至少负担 1000 元的费用，123 家农家店，6 年

里花费了 10 余万元。有人就有钱，对于一个公

司来说，良好的信誉，一流的服务，百姓的赞

许就是钱，但这也是用钱买不到的。

现在，每个农家店都采取“统一服务规

范、统一管理、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的经营模

式，公约、承诺、安全等制度全部上墙明示，全

部公开承诺不经营假冒伪劣、变质过期和不

合格商品。随便走进哪个农家店，你都可以了

解进货渠道，并且都有详细的商品出入登记

和台账。而且通过连锁加盟经营方式，大大改

善了城乡居民的购物环境和消费理念，同时

还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从源头抓商品质量，保证提供给广大商

户合格放心的产品，保证农民吃到用到放心

的健康的食品与商品。”我说到了，也做到了。

紧抓食品安全，使我逐渐赢得了较高的

信誉，也成为我开拓市场，发展强大的重要资

本。今年,我还计划投入 3000 万元进行新建

“万村千乡”市场配送中心，计划建 1000 平方

米地下仓储、1000 平方米地上大型超市、500

平方米大型停车场、500 平方米办公和信息化

中心，全力推进建设城乡一体配送体系，保障

城乡居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用心守护“村里人”的食品安全
李春利讲述 刘宇飞 白子军整理

采访中，汪应洛老先生谈起了如
今的热词“中国梦”。“如今，我虽已进
入耄耋之年，但是我心中依然有一个
更大的梦想——我梦想未来生活在一
个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环境优雅的生
态环境之中；我梦想着中国经济发达，
产业结构优化，能源化工产业强大，装
备制造业发达，现代服务业先进；我希
望中华民族复兴，立足于世界强国之
林，我希望中国民富国强，经济有新的
发展。”

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汪应洛这一辈的科
学家，幼时遭遇战乱，成年后又饱经沧
桑，然而，不论风吹雨打，他们都志在
中华复兴，用毕生心血书写着科教兴
国之梦。

薪火相传。50多年前，汪应洛是经
过系统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个工程管理
方向的硕士。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工程
管理方向的硕士、博士已有不少。新中
国的很多学科，都是这样从无到有地建
立起来，让越来越多的逐梦人投入到祖
国的建设大潮中来。

梦想，可以引领未来。要实现祖国
强大、繁荣、昌盛的中华复兴之梦，我们
还需要更多响应时代呼唤的有梦人。

时代呼唤有梦人

□ 佘惠敏

时代呼唤有梦人

□ 佘惠敏

汪应洛，中国工程院

院士，管理科学与工程领

域的著名专家、教育家，中

国管理工程教育的奠基人

和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

于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事

业和科学研究，率先将管

理工程、系统工程、工业工

程 3 个领域融会贯通，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

理学派。2012 年 10 月荣

获第一届系统科学与系统

工程终身成就奖。

采访汪应洛时印象最深的场景，是这位
耄耋之年的学者在会议室中蹒跚一圈，与现
场的师生和记者们一一握手致意。西安交
大的师生们说，这种谦逊平和的学者风度，
早已伴随汪老一生，成为他刻在骨子里的习
惯。

“在 50 多年的奋斗生涯中，我深刻体会
到科学管理乃治国之道。”作为我国管理工
程学界的泰山北斗级人物，汪应洛始终坚持
将世界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方法与我国国
情结合起来，让科学管理融入工程实践中。
运筹捭阖，不只在帷幄之中，也深入到千里
之外的实践里。

求索：强国之梦

1930 年出生于安徽的汪应洛，本有一
个安宁快乐的童年。7 岁那年，日本侵略者
的炮火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随家辗转迁往
重庆的他，在狂轰滥炸中度过了朝不保夕的
小学和初中时代。

“我亲眼看见很多老百姓被炸死。有一
次我放学回家，发现家没了，被炸成废墟，街
上火光熊熊，到处是尸体和血，我随人流逃
到江边，好不容易才找到家人。”回忆起小时
候的经历，汪应洛至今仍义愤填膺，“无大国
之强，就无小家之安。我从小就仇恨侵略
者、热爱祖国，立下了振兴中华的志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家迁往上海，在得
来不易的学习环境中，向往科学救国的汪应
洛，高中阶段培育了良好的文化素养，奠定
了扎实的数理基础。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当年，汪应洛同
时考取了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当时在
上海，交通大学是民主堡垒、革命摇篮。我
选择进入交大学习。”汪应洛自豪地说，“我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

汪应洛报考的本是工程管理专业，后因
院系调整，从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毕业。
新生的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类高级人才，
第一批大学生只读了 3 年就提前毕业，分配
到祖国的各条战线中去。1952 年 11 月，汪
应洛毕业留校被派到哈尔滨，从没学过俄语
的他，被要求在一年内学好俄文，以便向前
苏联专家学习。

1955 年，汪应洛从哈工大毕业，成为经
过系统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个工程管理方向
的硕士研究生。随后，他返回上海，在交通
大学从事管理工程教育工作。

因 战 略 需 要 ，国 务 院 决 定 交 通 大 学
1956 年主体迁往西安，形成西安交通大学
和上海交通大学。汪应洛于 1958 年带着全
家随校迁往西北，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一
直坚守至今。

“当时上海工厂林立，从学科实践来讲，
有很多有利条件。而西安没什么像样的大
工厂，建校较艰难。”汪应洛说，迁校之初，
周恩来总理曾与教师们谈话，提出“扎根大
西北”的要求，他慨然应诺。“我曾有机会再
回到上海，也有机会调到北京。但我在西安
一住就是 50 多年，最后还是坚持了对总理
的承诺。”

谦谦君子，一诺不悔。汪应洛这一生，
不仅是在践行对总理的承诺，更是在求索如
何实现从小立下的强国之梦。

坚韧：成功之本

一个人在漫长一生中难免遭遇各种挫
折，只有那些充满勇气和韧劲的人，才能在
挫折之后爆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汪应洛
就是一个性情坚韧的人。

“文革”中他曾经被下放——“尽管在牛
棚里，我也潜下心来攻读系统工程。希望的
种子在等待中燃烧、蔓延⋯⋯”

坚韧，让成功青睐了有准备的人。“文
革”结束后，汪应洛在科研和教学两条线上
都发力奋进，获得累累硕果。

从 1978 年开始，汪应洛在国内工程科
技领域力求将工程与管理紧密结合，强调用
系统工程整体优化的思想解决重大工程与
战略决策问题，先后主持参加了三峡工程论
证等 10余项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

他于 1979 年参加我国第一个管理学家
代表团访美，对美国的管理教育作了比较全
面的考察。回国后，针对我国管理教育现
状，他在国内最早提出从有工程实践的人员
中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并以西安交大为试
点，率先推进工业工程管理的教育研究及应
用。他主编的《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与应用》、

《系统工程》等著作，已经成为高校广泛采用
的经典教材。

他曾不幸中风，1994 年突发脑溢血，之
后留下腿脚不便的后遗症。

“汪老师有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忍耐。”
西安交大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刚说。他们
陪汪应洛去做工程院的项目时，每一次去
企业参观，汪应洛虽然身体不便，都坚持
到生产车间和现场，和年轻人一样攀高爬
低。面对好心人的劝阻，汪应洛说，“必须
对一线生产有了解，才能提炼出管理中的
问题。”

对一线生产实践的了解，让他们顺利
地将生产率工程、先进制造管理模式等应
用到制造业，在陕西鼓风机集团、陕西重
汽集团等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陕西鼓风机集团原来每年只
有 3 亿到 4 亿元产值，在他们帮助下采用
先进制造管理模式后，经过 10 年努力，年
产值达近 80 亿元。

坚韧，让风烛残年的学者在大病后登上
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2003 年我成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到现在整整 10 年，10 年来一
共参加了 10 项国家重大咨询项目。”汪应洛
表示，“在工程院这个最高学术机构中，我作
为一个 80 多岁的老人仍然增长了知识，增
长了才干，我非常高兴。”

这位早已退休的八旬老人，至今仍坚持
每天步行上班，甚至比年轻人还要勤勉。李
刚就对这样一件小事记忆深刻：“上周陪老
人家去北京出差，回西安的飞机晚点，晚上
12 点才到家，我说好好休息一下吧，可汪老
师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就到了办公室。”

回顾这一生的坚守，汪应洛感慨地说，
“在漫长的 50 余年系统工程研究中，我不断
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从未放弃，也一次次实
现着自己的梦想。”

好奇：创新之源

高校是年轻人扎堆的地方。汪应洛在
80多岁的高龄，还能跟“80后”、“90后”们玩
到一起，这得益于他一生不变的好奇心。“汪
老师喜欢时尚的东西，还爱玩手机呢！”西安
交大管理学院副教授王能民曾是汪应洛的

研究生，爱说爱笑的他喜欢汪老师身边的轻
松氛围。

对新事物有好奇心，这是很多科学家的
创新之源。汪应洛在多年的管理工程研究
中，坚持不懈地学习和掌握各种新技术、新
工具，并将之引入工程管理的实践。

他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开拓
者，早在 1980 年就将战略决策理论研究应
用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利用系统工程理
论和方法建立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型体
系。他是我国教育系统工程的创建者之一，
提出的人才规划系统分析方法被国务院采
纳。早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1995年，他就提
出基于计算机智能化的战略决策方法和支持
工具，获得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好奇心，能让杰出的科学家以与众不同
的敏锐捕捉到世界最新的研发方向。汪应
洛就拥有这样的敏锐。

“现在讲大数据，大家都觉得很重要。
但这个方向，汪老师在 3 年前就注意到了，
那时大数据还不时髦。当时我们自己也还
有疑虑——我们是管理学院，搞大数据会不
会变成数据处理学院？”西安交大管理学院
院长黄伟教授说，在汪应洛的指导和学校领
导的支持下，他们两年前就与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MIT）开始大数据方面的合作。今年
又与中国科学院等同行合作，联合申请的我
国第一个关于大数据管理研究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已答辩成功。

作为一名老师，汪应洛还很注重保护
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西
安交大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卫教授曾是汪
应洛的博士生。他说，汪老师对学生的论
文有两条重要的要求，一是有新意，要创
新；二是要附上案例，把创新的观点融入实
践中去。

“希望青年一代更富有创造力，早日建
成创新型国家。”汪应洛说。

博大：团结之魂

管理工程学是一门兼容并包的学科，融
合了各种工程科学、数学、信息科学、管理科
学、服务科学、知识科学的成果。作为一名
管理工程学的帅才，汪应洛既有渊博的知
识，又有博大的胸怀，把各学科的人才都团
结到一起来。

副教授尚玉钒就曾诧异于汪应洛的渊
博。“我写过一本人力资源方面的书，把草稿
打印送给汪老师看，他很快给出意见，问我，
谈绩效考核，像平衡绩分卡这样新的论点为
什么没有纳入？薪酬一节，心理收入为什么
没谈？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人力资源本来
不是他的研究方向，没想到他也能看得这么
精准和超前。”

孙卫敬服于汪应洛的高远。“只要他在，
他就是我们的灯塔。”孙卫说，汪应洛高瞻远
瞩，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推动了西安
交大与加拿大名校的长期项目合作，用国际
化的师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培养了一批
国际化的管理学科人才。“管理学院的国际
化，是老先生带出来的。”

黄伟还折服于汪应洛的大度和人格魅
力。“他没有门户之见，虚怀若谷，既是一个
优秀的科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

渊博、高远、大度，汪应洛在西安交大打
造了一个团结的队伍，融汇了带有各种学科
背景的管理学研究人才。

“每一个院士都有自己的研究团队，我
的团队就是西安交大管理学院，学院一半以
上的教师参与过我的咨询项目。”汪应洛说，

“我做出这么多重大咨询项目，依靠的不是
个人的力量。”

运 筹 ，不 只 在 帷 幄 中
□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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