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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年砥砺奋进，七十五年栉风沐雨，走过战火烽烟，

走过沧桑岁月，北京理工大学迎来了 75 周年华诞。作为中国

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北理工师生始终传承延安

精神和徐特立老院长嘱托，秉承“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

校训，大力弘扬“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和“实

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学风，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肩负责任，追求梦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自 2010 年 1 月成立后，不断加

强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和合作，筹集社会各类助学捐款，凝

聚社会各方办学力量，将捐赠者的善举转化为学校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领域的源源动力。成立 5 年多来，

基金会募集了大量善款，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毕业校友的慷

慨捐赠，他们乐善好施，胸怀大爱，资助母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子，奖励母校品学兼优、勇于创新的精英，帮助和激励了

一大批北理工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投入到建设祖国的行列中。

据统计，建校以来，学校培养毕业生 23 万余人，为国民

经济建设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子的成长

离不开学校教职员工的培育，也少不了优秀学长、学姐们的

关注。本次基金会编写《青春记忆　博爱北理》一书旨在进

一步宣传优秀校友心系母校、慷慨捐赠的善举；弘扬捐资助

学、乐善好施的文化；宣传在捐赠帮助下，优秀大学生成长、

成才的先进事迹；彰显校友捐赠、资助困难学子的帮扶和激励

作用。同时，毕业校友和老教授回忆往昔岁月，弘扬教书育人、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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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耕耘、崇尚科学、尊师重教的大学文化。

本次收录的文章，都是通过校友走访或者个人专访的形式撰写的。书中提到

的捐赠校友、老教授是众多捐赠人士的冰山一角，优秀学生也是数以万计受助学

生的典型代表，因各种原因不能将所有捐赠校友、老教授和受助学生逐一收录。

在此，我们感谢每一位为学校教育事业奉献的“BITer”。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希望能够在校友中营造一种“情系母校、捐赠感恩”的

氛围，激励学生受助思源、励志奋进。我们始终以赤诚之心浸润这块学术沃土，

始终以厚重的情感耕耘这片桃李之园。我们希望能与每一位关注学校教育事业的

朋友共同携手，勾勒出北京理工大学更好的明天！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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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袁志敏，1992 年毕业于北理工应用化学专业，现任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金发科技）董事长，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州市工商联主席、政

协常委、科协主席。1993 年，他与同学一起，借了 2 万元创办企业，公司经过

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改性塑料生产基地。他创建了中国改

性塑料行业第一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组建了行业内唯一一家国家工程实验

室，成立了亚太地区唯一一家材料类的 UL 认可实验室，建立了行业内第一个

院士工作站、第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第一个国家认可实验室。金发科技累

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00 多项，主持、参与编制了 51 项国家、行业标准，承

担了 25 项国家级课题、100 余项省部级课题。他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优先招收

下岗职工和贫困地区劳动力，公司累计解决了 9000 多名劳动力的就业和再就

业问题。

缘牵北理工——“我当时的目的很简单”

袁志敏在北理工读研究生已经是工作几年后的事情了，他 1988 年考上北理

工的研究生，但是读了一个月就生病休学，1989 年又继续回去读书。“两年半的

研究生实际上我读了三年半。我是典型的留级生。所以你们是正宗北理工的，我

这叫作‘干儿子’，插班的，哈哈……”袁志敏诙谐的话语和豪爽的笑声回荡在

会议室。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豁达、豪爽、不拘小节。

说起自己为何考研究生，为何考北理工，袁志敏的话就多了。他笑笑，说：

“我考研究生的目的挺简单的，当老师当了很多年，没见过教授，觉得很可惜。

就想见见教授，所以就考研究生了。当时我们读大专的时候，是恢复高考的第二

年，学校没有教授，到后来才有些老师评上教授、副教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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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说，觉得有点荒唐。一个人怎么可能因为这么一

点期盼就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可是听着他虽带调侃却又充满坚毅的话语，我便告

诉自己，一个人就是需要点执着、需要有点精神。一个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必然会

有其合理的成分存在。于是我继续听他讲自己的故事。

其实在袁志敏“冲动”想法的背后有一个很合理、很切实可行的计划。他分

析了自己的劣势：英文不行，数学也不好。于是就逐页翻看招生简章，找一个不

考高数的大学，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时间把英语赶上来，进而考上研究生。北理工

六系就这样被袁志敏挑中了。

袁志敏读研究生的时候，正是广东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按照

他的话来说“当时是很好赚钱的”。他的很多朋友对他工作了那么多年再去读研

究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袁志敏顿了顿，点了支烟，说：“我读完书后回来，大

家问我‘你学到了什么？’我就说我没学到什么，我就觉得北京的马路比广州

的宽。”他告诉我们这句话中的含意：广东人比较精明，做事情都很精细、精于

算计，所以胸怀不够宽广，做事容易斤斤计较。而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几年时间，

袁志敏的思维、胸怀、眼界都比原来开阔了许多，所以未来的路就更宽敞一些。

在北京学习的这几年对于袁志敏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感怀恩师——“我的导师有五位”

袁志敏说他读研究生的目的就是单纯地想见见教授，我们就笑着问他见到

教授后有什么感觉。他也笑了，坦言说：“对教授的感觉——见到了也就见到了，

也就没什么了。”可是随着交流的加深，我发现，他对当时的导师有很深的感情。

袁志敏在北理工的时候，最初的导师是胡瑞江老师和王殿福老师。这两位老

师都 80 多岁了，是从当时的“东北兵工专门学校”过来的老师，两位老师原来

是同学，感情一直很好。每个老师的名字袁志敏都记得很清楚，虽然与这两位老

师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袁志敏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父亲一般的关爱。两个老

师对他相当好。袁志敏因病休学时，他感觉自己见教授的愿望也已经实现了，于

是不想再继续读下去。但是这两位老师给他打电话，鼓励他，劝他回来上学。袁

志敏感恩于老师，在家安心养病，病愈后还是回到了北理工。

“当时正好六系设立了国家阻燃实验室，我就转到了那里，换了导师，也换

了系主任，后来的导师有：黄友之老师——他后来当了材料学院的院长，还有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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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修老师、周正茂老师。所以我的导师挺多的，我算是周正茂老师的开门弟子，

因为周老师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他们主要起到一个战略性指导的作用，而周老师

带我最多。总的说我研究生有 5 个导师！”

直到现在，袁志敏与这些老师还都有联系，他们经常来往。袁志敏到北京也

会抽出时间去看看他们。可见师生间的感情之深。

袁志敏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我们，从读研究生的角度来说，既然选择去

读研究生就要把课程学好。袁志敏用他的亲身经历，用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告诉

我们研究生应该怎么读好。

不满而发——“我们不玩儿了，不好玩儿”

1992 年毕业后，袁志敏就直接去了企业，到了一家化工厂，化工厂的老板

很赏识袁志敏，让他做厂长，管理工厂的运行。老板当时学邓小平，包产到户，

承诺盈利的百分之五作为奖励给袁志敏。这一年，袁志敏拼命地干。最后工厂一

年盈利达好几百万元。但是老板却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说只能给他7500元。“后

来 7500 元也没给，我就自己出来，创立金发科技。”他说话的语气像一个顽皮的

孩子。

我以为袁志敏会记恨这个老板，没想到他很感谢自己当初的老板，他说就是

这个老板让自己明白了应该善待员工，说话算数，不能糊弄人。金发科技飞速发

展二十几年了，但是公司的核心员工很少有人离开，即使离开也不是因为公司的

原因，而是因为家庭或者其他原因，不会与公司构成竞争关系。袁志敏说：“在

一定程度上也感谢我的老板，不就十几二十万元钱嘛，后来也都赚到了嘛。”其

豁达与爽朗可见一斑。

在袁志敏回忆那段往事时，我也在心里感慨，这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应有的

胸襟与气魄，不记仇，凡事看它好的一面，我想这也是他能够带领金发科技创造

出现在这样的成就的一个原因吧。

辉煌成就——“当企业老板就要负责任”

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两个字是“责任”，这种责任是多方面的，

对员工的，对企业的，对社会的。就像他说的：“当老板，特别是企业家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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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身上有很多责任。”

袁志敏具备一般创业者的坚韧，同时也具备旁人少有的胸襟。他有一个理论

叫作“蛋糕理论”，“与其要一个完整的小蛋糕，不如要一个大蛋糕的一小份。”“蛋

糕不在于是不是完整，而在于是不是足够大。”多年之后，谈起公司成功的原因

时，他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这种激励制度。袁志敏没有搞一股独大，而是与

公司创业者分享了创业果实；同时，创业者们又为激励更多核心员工而牺牲了部

分利益。他就是用这种“蛋糕理论”，留住了人，做大了公司。

而对于自己的企业，他说：“当时金发科技上市后，大家问我：‘袁总，你会

不会把你的股票卖了？’我就反问他：‘你会把你的儿女卖了吗？’为什么这么

回答他呢，因为企业就像我的儿女一样，它融入了我的生命，融入了我的希望、

寄托，什么都在里面。所以卖也卖不掉，也不会卖，谁会卖自己的儿女啊！我每

天为这个企业工作超过八小时，有时达到十几个小时。但我给我儿女的时间肯定

不超过两个小时，如果企业也算我一个儿子的话，我肯定是对它偏爱得多。”

2011年 5月，袁志敏在学校捐资设立金发科技奖学金，奖励北理工材料学院、

化工学院、化学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以此回馈母校，支持母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外，袁志敏捐献 3000 万元建希望小学。问及这件事时他说：“我们每年都会为

社会做一两件事，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你找不到金发希望小学，也肯定找不到

袁志敏希望小学。我们不是用来宣传公司，品牌是内在的，不需要这样宣扬，做

公益事业要实在。”说到这儿，我心里微微一颤，这正是北理工人身上的共性啊，

做任何事情都要踏踏实实、实实在在。“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小心当上了老板，但

当老板就要负社会责任，所以创业者不要光想着去创业。如果光想着去创业，就

会对社会不负责任，就会欠薪，就会偷税漏税。如果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就会

把这个作为终生追求。”

袁志敏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自己：我需要尽我自己的责任。我想，一

个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时，才算成熟了。

寄语希望——“不是去想，而是去做”

袁志敏以他的个人经历给我们想创业的大学生提出了一点建议，他说：“如

果大学生有创业想法的话，就要努力去培养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多方面的，

比如，怎么去看书，怎么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创业，我是这样想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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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先去企业干几年，有了更加成熟的想法后再去创业，那么成功的概率就会大一

些。”

校友是一种很丰富的资源，如果把这种资源管理好，利用好，那么学校就会

有更好的发展。

（采编自北京理工大学校友网）



8

青春记忆　博爱北理

不惑之年又扶摇，少壮功夫老始成

苏州市 3E 产业园是一个以“制造服务化”为立身标杆的新型产业园区，

园区内分布着以电子、环保、节能为主题的大小企业，每个企业都将公司名

称赫然悬挂在入口处，唯有一家企业在门口张贴了一副对联，鲜艳的红色在

黑、白、灰的色调中显得尤为瞩目，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便是北理工的校友——

姜绪礼。

匆匆四年，回忆青春

姜绪礼是北理工老七系1997届的毕业生。

1993 年，姜绪礼刚刚踏入北理工的校门，他

总是觉得四年时间很长，想到还有六七个学

期的课程在等着自己，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时间就是这样，想起来很慢，过起来很快。

大学里面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

不同习俗、不同家庭、不同性格的人聚集在

同一个校园。姜绪礼说，自己当年就是最平

凡的理工男。姜绪礼的成绩并不突出，由于

性格比较内向，也从未参加过学生会、社联

等学生团体，他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足够

认真，也许在每门课上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

是最多的，但总能做到问心无愧，对得起四

年的青春时光。姜绪礼记得，同寝室有一名

男生，大学四年的时间几乎都耗在了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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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打牌、看录像，几乎从没进教室听过一堂课。在姜绪礼看来，大学是发展

的最佳时期，优厚的师资条件、包容度较高的校园风气、便利的社会环境，允许

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诚然，个体的生存姿态不同，每个人都有追求自

己生活方向的权利，但姜绪礼认为，读完大学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找到一份合适

的工作，自力更生。姜绪礼说，即使有这样的个例出现，但无论是校园里的朋友

还是毕业后遇到的校友，大家虽然性格各异，但都保持着北理工人务实的作风。

大学时的姜绪礼曾经很羡慕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氛围。作为一所以军工见长

的理工科学校，北理工向来坚持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周边的北京外国

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等多是文科学校，校风更加

活跃、开放。姜绪礼当时经常去人大校园参观，对两所学校的氛围差异感触很大。

姜绪礼说，人大的同学们思维比较活跃，在校时便已经萌发了创业的念头。受环

境的影响，姜绪礼也开始对经济、金融、管理等人文学科知识产生兴趣，但不久

他就发现，作为一个没有资源积累的大学生，要创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姜绪礼

决定，把精力重新放到专业知识的学习上。他深深地认识到：对于一个理工科的

学生来说，把基础知识学好学扎实才是最重要的，才能保证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

从打工仔到小老板

与现在年轻人拼命扎根北上广不同，当年的大学毕业生要留在北京几乎是不

可能的事。大学毕业后，班上的同学们大都回到老家，找一份安定的工作，只有

两名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同学留在了北京。姜绪礼也曾想继续留在生活了四年的北

京，他在一家陶瓷厂找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对方也同意接收，但由于没有北京

户口，他还是决定返回老家，后来在宿迁附近的无锡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姜

绪礼并不安于平稳的生活，他想走得更远一些，去寻找更好的发展平台。2001 年，

姜绪礼来到深圳，迎接他的是以员工压力大而著称的华为公司。姜绪礼这一做便

是 8 年。在华为工作期间，姜绪礼发现华为的一些电气设备的机壳往往外包给生

产商加工制作，每年在这块要投入几亿元的资金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姜绪礼

决定抓住这一商机。他不想继续做打工仔了，而是要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拼搏一次。

2008 年，他递交了辞呈，回到苏州老家开办了自己的制造厂——苏州蓝汛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

40 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应当是事业已经稳定，人生已然成型的时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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