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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到改革开放
40年，您第一个念头的感
慨是什么？最想说的话是
什么？

胡大白：我最想说的
是，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教
育界和其他领域，给中国
人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发
展机遇，我觉得要珍惜和
感谢改革开放。

从我个人来讲，如果
不是改革开放，我作为一
个普通教师，不会有现在
的成就。正是由于改革开
放提供了发展平台，我作
为一个残疾人，才能创立
了中国第一所民办高校，
才有了这三十多年培养的
十几万人才。同时在这个
过程中，我自身也得到了
提高，获得了诸如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当代教育名
家、第八届世界大学女校
长论坛颁发的“世界大学
女校长终身荣誉奖”等荣
誉，这些，都要感谢改革开
放，特别值得珍惜。

记者：在这 40 年里，
您自我感觉的人生巅峰出
现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胡大白：回顾这三十
多年的创业，我觉得还不
能说达到了人生巅峰，但
有两个时刻最有成就
感。一个是1994年创办
了中国第一所全日制民
办专科高校，一个是我们
是全国第一个升本的民
办高校，在当时都突破了

“禁区”。
申请办全日制专科

的时候，在审批下来之前，
教育部并没有相关的文
件。后来申报升本科，我
们更是冲破了“禁区”，成
为全国第一所，也是当时
唯一一所实施普通本科学
历教育的民办高校，这也
推开了全国民办高校升本
的“大门”。这两件事，是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记者：在这 40 年，您
的事业低谷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是
怎么扛过去的？

胡大白：说起来低
谷，是 1987 年的时候。
那时我们已经拥有全日
制、业余制和函授制三个
教学层次十五个专业、四
十五个教学班，四千五百
多名自考学员，我们办学
办得红火，引起了部分人
的不满和诋毁。有关部
门不让我们办学校，一下
子有17位郑大教师从当
时的黄河科技专科学校
退出，学校纪委又找我谈
话，调查账目。最后经过
调查，我们没有问题，可
以继续办学。但当时家
人、朋友、社会不支持，再
加上我有病，身体不好，
心理身体两方面的压力
都很大。

我是个越挫越勇的
人，这件事之后，我办学
的决心反倒更加坚不可
摧。也就是在我还处于
情绪低谷的时候，1989
年，河南省教委首次认定
民办高校，黄河科技专科
学校成为通过审批的第
一批学校。

记者：这 40 年里，有
什么样的遗憾让您记忆犹
新？

胡大白：大的遗憾倒
是没有。前几年，我想着
年纪大了，一线的工作可
以让其他同志去做。于
是，不做校长的这几年，我
就想把精力放在学校基础
的工作建设上，比如说校
志、校史，以及建设实验楼
等方面，其他方面的关注就
少了。这一点做得不够好。

这两年，学习了一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反
思后就感觉自己以前对教
育的研究还不够多，以后

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
究上，思想上不能落后。

记者：这 40 年，您最
看重中国（或河南）哪一
方面的进步？

胡大白：我这一辈子
主要从事的就是教育工
作，这40年，我最看重的
就是教育，尤其是民办教
育的进步。

这几年，河南省公办
教育发展得也很好，但还
没有走在全国的前面。
但从民办教育来看，河南
民办教育基础好，发展得
相对比较好。河南省的
民办教育人数是全国第
一，民办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和基础教育也走在
全国的前列，这很让人欣
慰。这两年我们出版了
《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报告
2017、2018》（蓝皮书），该
书是我省首部，也是目前
国内首部省一级民办教
育蓝皮书，填补了我国省
级民办教育蓝皮书编撰
的空白，我们通过研究认
为，河南省民办教育可以
走在全国的前沿。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
改革开放，您最关注的是
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期
待？

胡大白：最关注的还
是民办教育的发展，希望
全社会更加重视民办教
育，希望政府能给民办教
育更多支持。目前，我们
现在和相邻省份对民办
教育的支持差距还比较
大，希望对民办教育，包
括民办学前教育、中小学
教育和高等教育，都能加
强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对
教育的支持是四两拨千
斤，哪怕拿出整个教育经
费的百分之一，来支持民
办教育，相信就会有很大
的效果。

黄河科技学院创办人胡大白

河南省民办教育走在全国前沿
希望政府能给更多支持

胡大白简介：黄河科技学院创办人、董事
长，教授，中国当代教育名家，第十届全国人大
代表，第九届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省第七、八、
九、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监事会主席,河南
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曾荣获第三届“中国十
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60年60人中国教
育成就奖”“中国好人”“中国好校长”“世界大学
女校长终身荣誉奖”“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
道德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开放
40周年影响河南十大教育人物”等荣誉称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文图

记者：提到改革开放 40
年，您第一个念头的感慨是什
么？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张铁山：第一念头就是感
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乡镇
企业的出现，没有持续的改革
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快速发
展。1982年前后实行计划经
济，煤电都要计划，就连乡镇企
业运输货物，都只能用计划的
剩余运力。

最想说的话是，感谢邓小
平，感谢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政
策好，根本没有公司的现在。

记者：在这 40 年里，您自
我感觉的人生巅峰出现在什么
时候？为什么？

张铁山：南方讲话以后，邓
小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迈
得再快一点儿。公司开始进入
发展高速期，一年建一个厂一
直到2006年。在此之前，自己
的菜地都不敢占，国家控制得
很严，公司只有20亩地左右连
发展的地方都没有，对乡镇企
业的各种政策也开始好起来。
那时候，我有一种想做多大就
能做多大的感觉。

记者：在这 40 年，您的事
业低谷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又是怎么扛过去
的？

张铁山：几十年来，金星的
整个发展很稳定很健康。从
2006年以后，啤酒市场竞争加
剧，消费习惯改变了，销售下降
了，一次搬几箱的很少了，但不

算是低谷。明年，我们要大发
展。

记者：这 40 年里，有什么
样的遗憾让您记忆犹新？

张铁山：基本也没啥遗
憾。从赚钱的角度讲，最大的
遗憾就是没有多元化经营。那
时候我们有钱，但全投进了建
厂中，如果当时发展房地产，建
两个大社区能赚多少钱？说是
这样说，但是我不后悔，一个人
能专心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
了。金星36年专注啤酒，也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

记者：这 40 年，您最看重
中国（或河南）哪一方面的进
步？

张铁山：最看重河南在基
础建设方面的进步，县县通高
速，高铁四通八达，河南的机场
也是重要枢纽。1994年的时
候，中国的高速只有北京到机
场那一段儿。2000年的时候，
我根本想不到能到现在这个地
步。另外，中国对民营企业的
政策越来越宽松。

记者：对中国未来的改革
开放，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有
什么具体的期待？

张铁山：最关注的是中央
政策稳定，更好地支持民营企
业。习近平总书记前段时间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就
很提气。搞活民营企业的政策
也出台不少。希望以后民营企
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金星啤酒集团董事长张铁山
“专注”是一笔宝贵财富
希望民企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张铁山简介：金星啤酒
集团董事长。1982年，郑州
管城区陇海村投资兴建了一
个村办企业东风啤酒厂，可
是厂子效益不好，濒临倒
闭。这时，32岁的他站出来
收拾烂摊子，东风啤酒厂在
他的手里蜕变成了金星啤
酒。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路治欧/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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