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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业界誉为“商超天花板”的河南胖东来，又出新闻
了。其输出经营理念，“调改”步步高超市，成效惊人。北京
商报报道，正在接受胖东来“调改”的两家步步高超市门店
业绩得到显著提升。截至5月26日，步步高长沙梅溪湖店5
月平均日销 139 万元，日均客流 1.21 万人；“调改”之前，平
均日销为15万元，日均客流2000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运营，
梅溪湖店工作日销售额基本在 100 万元左右，周末基本可
以达到180万元左右。步步高湘潭九华新天地店恢复营业5
天，平均日销164万元，日均客流1.33万人；“调改”之前，平
均日销11万，客流2200人。

胖东来团队在步步高超市做了哪些调整改变？潇湘晨
报在胖东来“调改第二店”步步高超市湘潭九华新天地店
时进行了跟踪报道。淘汰下架70%的商品，进行商品品类更
新；优化采购渠道，合理商品价格；重新梳理卖场布局，打
通通道，调整动线。这些动作，我们皆能理解。但什么效益
都还没见着，员工先整体涨薪，涨幅更高达 50%；工作时间
却又减少，门店营业时间直接缩短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动
作似乎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不一致。

胖东来为什么这么干？公众号“砺石商业评论”4 月 16
日分享了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湖南步步高超市的一次
演讲，其时间恰是在“调改”之前。内容挺多，譬如我们不懂
这个行业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不要把所有责任推向社
会，譬如更多企业的状态是没有成型的思维，只是在做卖
场、做规模，没有内核，且不多言。只转述他关于“调改”的
内容。

“关于调整，首先要从尊重开始。”于东来如是说，“尊
重我们的员工，让员工慢慢舒心地对待工作；引导我们的
员工，懂得什么是工作；引导我们的员工，懂得工作的方
法、工作的价值；做一个健康的、有品位的从业者；是一个
蓝领，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不是打工者。”“工作的方式更多
是需要去尊重对方、信任对方、认可对方、鼓励对方、帮助
对方，这是作为管理人员要具备的管理能力和理念。不管
怎么样，让团队的人起码能在这个环境当中感受到工作的
美好和公平的回报，感受到生活和未来的希望！”“想把企
业往好的方向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让员工愿意干、
管理层愿意干，老板要改变思想。”

老板怎么改变思想？“首先老板要活得像人，活得健
康、阳光、舒心，才能给企业注入正确的方向。”员工、管理
者怎么愿意干？“解决人的问题，有合理的体制。大家愿意
干，员工愿意干，促销员愿意干，管理层愿意干。”“胖东来
能有今天就是得益于好的分配体制。”还有，对职业真诚，

“把商品做好，有好的商品品质。”“做好自己，不要想着挣
多少钱，不要想着打压同行，就想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
品质做好，然后来引领这个行业，让我们的社会更放心，让
我们的顾客更放心、更安全，让他们因我们而感觉到这是
一群多么可爱的人！”

事实上，于东来在讲述胖东来自身的企业历程时，贯
穿其中的，亦是“尊重”两字，包括尊重自己，亦包括尊重职
业。于东来说——

胖东来跟大家不一样的是什么？早期都是一样的——
为了生存。后来胖东来反思自己，到底我们应该为什么而
做，为什么而活，到底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知道了：怎样去尊重自己……胖东来思想的觉醒
应该是 2003 年，这样走来，今年 21 年了！2003 年以前，是像
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一样，“牺牲自己，造福社会”。2003年
以后，是“快乐自己，幸福自己，造福社会”。只是观念的转
变，一念之间，天与地的差别，我们明白了要“尊重自己”，
所以慢慢有了年休假，有了春节放假，有了上班时间的压
缩，有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懂得去尊重我们的
职业！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去想象、去创造，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团队更有凝聚力，大家工作更开心，思想更志同道合，有
更好的方向……其实胖东来内部远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好
得多，起码它是单纯的，好的不只是胖东来的休假和员工
的收入，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尊重，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尊重
和信任。

公众号“大佬思享”转载于东来这篇演讲的时候，写了
题记，做了标题，其题目是——“于东来爆改长沙步步高，
日销百万，他让大家重新意识到中国劳动者是很值钱的”。

5 月 29 日，公众号“智纲智库”发表了著名战略咨询专
家王志纲的一篇文章，题为“成大事者，胜在认知”。什么是
认知？文中有言：“简单来说，就是你怎么看待世界，怎么看
待人生，怎么看待自我的总和。是一种面对万事万物，洞烛
探幽，直抵本质；穿越偶然，抵达必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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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
柳诒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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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首先要从尊重开始
□ 华 翔

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家乡报纸上

1956年8月28日，《镇江市报》在3
版刊发了一组《漫谈镇江》系列文章
（作者：荷生），其中第四篇《文化名城》
讲述的是，古往今来镇江历史上出现
的文化名人。

文中在提到“现代镇江也产生了
不少的优秀人才”时，列举了几位名
人：例如铁道桥梁专家茅以升、著名的
物理化学家李方训、优秀的剧作家和
导演张骏祥、还有最近逝世的史学家
柳诒征（徵）等。

这是茅以升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
家乡报纸上。作为 1956年 8月 1日才
创刊的《镇江市报》，当时还未满月。
而文中提到的柳诒徵，则是茅以升的
小学和初中老师。

当然，这并不是茅以升和老师柳
诒徵首次“同框”，作为中华民国时期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茅以升（数理
组）和柳诒徵（人文组）这一对师生从激
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双双上榜，一时
传为美谈。

杰出的乡贤、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有着浓浓的家
乡情结。晚年，他曾多次回到故乡镇江探望。

茅以升的名字最早于 1956 年 8 月就出现在刚刚创
刊不久的《镇江市报》（《镇江日报》前身）上，他曾给《镇
江日报》投稿回忆他的老师，还多次接受家乡报社记者

的现场采访，留下了一段段佳话和美好的回忆。
5 月 24 日，在时隔 25 年后，以他名字命名的“茅以

升科学技术奖”再一次“回”到他的故乡举办之际，我们
翻阅当年《镇江日报》有关茅以升与镇江的旧闻，一股
股浓得化不开的乡情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感怀并动容。

1983年 1月 25日，《镇江市报》在 3版头条刊
发文章《“我是镇江人”——记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
以升》，署名为施求实（系市史志部门同志的笔名）。

文章写到，去年（1982年）11月 3日，美国工程
学最高级的学术机构——“全国工程学会”授予一
位声名卓著的中国科学家以外国院士称号，这还是
该会破天荒的第一次。获得这一荣誉的就是出生
于镇江的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现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和奠基人——87岁的茅以升教授。

这是茅以升获得的第三个院士头衔。除了上
文说到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外，茅以升曾在1955年被
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有媒体称，他
是中国唯一一位身兼三院院士的人物。

报道中写道，茅以升虽早年迁居外地，但对故
乡却一直怀有真挚的感情。他在给家乡史志部门
的回信末写道：“镇江故乡，近年来建设有很大发
展，如有机缘，当往重游访问。”

1985年8月9日的《镇江日报》3版《多景楼》副刊上刊登了一篇茅以升深
情回忆他的恩师，同样是镇江杰出乡贤柳诒徵（字翼谋）的文章——《斋堂灯
火忆柳师》。这是茅老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赐稿给《镇江日报》。

文章开头茅老这样写道：我在1911年北上投考唐山路矿学堂之前，曾在
南京读过三年小学、五年中学。在这八年中，国文、历史两门课程，都受教于
柳翼谋先生。我的文学和历史知识，是在柳师的启迪熏陶下，打下基础的。
前后三十余年间，自髫龄受业，乃至讲坛共事，师生情谊，久而弥笃。

他还在文中感慨道：“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
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
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短短两年后的 1989年
11月12日，茅老因病在北京去世。镇江日报编
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报纸 1版编发了新
华社的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茅以升同志逝
世》。以这样的方式，与这位杰出的乡贤作最后
的告别。

几十年来，茅以升对镇江的关心关爱，也深
深地感染着家乡人。在茅老去世一个月之后，
1990年1月5日，《镇江日报》4版用半个版的篇
幅刊发了作者霍义平的回忆文章《情系故乡 功
载史册——记茅以升同志晚年二三事》，文中介
绍了更多茅老与镇江互动的故事和细节。

1998年 1月 11日，本报 2版《芙蓉楼》副刊
发表作者李之的作品《茅以升的家乡情》，文章
说，今年的1月9日，是茅以升先生102岁诞辰，
茅老虽已去世 8年多，但他的家乡情却难以让

人忘怀。李之详细回忆了茅老为《镇江史志通
讯》题词的细节，并介绍了自己当年请示茅老为
其祖父茅谦写传略并很快得到约稿的往事。

李之感佩，91岁的老人，身负科技工作重
任，又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不顾个人的健康状况
及繁重的工作任务，如此关心家乡的编志，实令
人感动。文章最后写道，茅老去世8年多了，茅
老生前怀念家乡，家乡人也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多年以来，依然有不少读者市民，给本报撰
写有关回忆茅以升的文章，表达对茅老深切的
缅怀和崇高的敬意。

见字如晤。茅以升与故乡的一幕一幕深情
往事，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从未远去……

一 纸 情 深一 纸 情 深
———从—从《《镇江日报镇江日报》》旧闻看茅以升的家乡情旧闻看茅以升的家乡情

第一次对茅以升作专题报道

第一次接受家乡报社记者专访

1984年 4月 5日，《中国大百科全
书·土木工程卷》编委会在我市一泉饭
店召开成立大会。作为全国土木工程
界的专家学者茅以升如愿回到了镇江。

本报记者范德平采访了茅以升，

并于 4月 8日在报纸头版醒目位置刊
发了《造桥，造出中国人的志气——访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文章。这是
茅以升第一次接受家乡报社记者的人
物专访。

记者在文中这样评述：茅以升虽
是颇著盛誉的科学家，却虚怀若谷、平
易近人。他亲切地对我说：“最亲故乡
人嘛。”

文中写道：茅教授自幼离开镇江，
可是讲话还略带镇江乡音，对于这点
我是困惑不解。茅教授乐呵呵地为我
释疑：“我出生在镇江五条街，父亲可
算是道地的镇江人，以后虽全家迁居
南京，但语言上父亲给我的影响是根
深蒂固的。”

记者在文末感叹，“镇江能出这样
一位桥梁专家，不也是镇江人民的骄
傲么？！”

第一次赐稿给家乡的报纸

家乡报社记者第一次在北京专访茅老

1985年，我市开展纪念沈括逝世890周年活动，聘请茅以升为
活动筹委会名誉主任委员。镇江派人赴京拜访茅老，作为随从人
员，《镇江日报》记者呼延镇也因此有了在北京专访茅以升的机会。

10月 10日，《“请向镇江人民问好”——记茅以升在北京和家
乡人的一次会见》的文章在本报1版刊发。文章最后说：不知不觉
竟谈了一个多钟头了，镇江去的同志怕影响茅老休息，几次想告
辞，可是茅老再三说：“不要紧，不要紧。”临别时大家紧紧握着他的
手，相约镇江开会时再见，茅老依依不舍地送大家出门。一直走到
大门口才留步。他说：“请向市委、市政府领导问好，请向镇江人民
问好！……”

最后一次回家乡的报纸旧闻实录

1987年9月26日，是杭州钱塘江大桥通车
50周年纪念日。这座中国第一座铁路、公路两
用桥由茅以升主持建造。91岁的茅老应邀参
加纪念活动。

9月29日下午，茅老顺道回到镇江。30日
上午，他兴趣盎然地游览了金山寺。当晚，他
来到伯先公园和游园群众共度国庆前夜。国
庆节的清晨，他来到了梦溪园。

这是茅以升最后一次回到家乡，《镇江日
报》对此给予了详尽报道。10月 1日，在头版
醒目位置刊登了《“很荣幸，我是镇江人”——
茅以升与家乡人民共庆佳节》（作者：潮洪 继
斌 艾谷）的活动侧记，生动记录了茅以升与我
市千余名游园群众在伯先公园共庆国庆佳节
的盛况。

记者写道，在“快活林书场”前的草坪上，
91岁高龄的茅老又高兴又感慨地说：“镇江有

光 荣 的 历 史 。
很荣幸，我是镇
江人。可惜因
为工作忙的原
因，我不大容易
到镇江来。这
次回来，我非常
高兴。特别是
今天晚上的聚
会，有这么多群
众参加，我成了
名副其实的镇
江人了。”

10月9日，本报1版又大篇幅刊发通讯《故
乡情——茅以升在镇江》（作者：潮洪 艾谷），
全景式回顾了茅以升最后一次在家乡的点点
滴滴。

家乡报纸深情追忆茅老的镇江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鹏程王鹏程 石溪声石溪声

扫描今日镇江客户端二维码，

看更多《镇江日报》相关旧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