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0 日，知名

企业家、全国劳模、浙

江省优秀共产党员、

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池 幼

章，因病去世，享年

86岁。

永宁江畔，人们

再也见不到池幼章进

出浙江利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身影。

1979 年创业至

今，从白手起家攀上

行业之巅，到濒临破

产跌至谷底，再到重

整旗鼓东山再起，几

经沉浮，池幼章始终

冲在民营经济发展的

最前线。

钱江晚报记者曾

多次采访过这位传奇

人 物 。 不 管 身 处 低

谷，还是坐拥荣耀，池

幼章没有忘记自己的

初心——利民，利国

利民。

本报记者 史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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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了解身边
财经大小事

每天一早到工厂上班，他就

会找人问，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员工的思想动态怎么样，市场销

售有什么变化。池幼章最关心的

是，自己晚年在推行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

2019 年，钱江晚报记者采访

池幼章。“不仅要提高质量，还要降

低成本，这才有竞争的优势。”他

说。

一生不息的求索，他的半生沉

浮都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时间退回到 1978 年，中国改

革开放元年，池幼章和很多人一

样，迎来人生转折。他创办了一个

鞋厂，取名利民鞋厂。

“利民”二字，来自“利国利

民”，在池幼章看来，开办工厂要做

对国家社会发展有益的事情。这

是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老百

姓都穿得起皮鞋。”

上世纪 80 年代，在皮鞋均价

才二三十元一双的情况下，利民鞋

厂 年 产 值 却 稳 定 在 亿 元 以 上 。

1989 年，一批国外记者来浙江采

访，其中一站就是利民鞋厂，这让

当时的国外媒体见识了中国改革

开放后的崭新面貌。

但是，辉煌了十多年后，池幼

章的鞋子被名气更大的温州鞋子

打败了。

他的企业面临倒闭，上千职工

面临下岗，他卖了自己的奔驰车，

苦苦支撑。“那个时候，我走路去上

班，路上看到别人看你的眼光都不

一样了，以为你不行了。”池幼章这

样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在山脚下，池幼章面壁，蛰伏。

2003 年，在吉利控股集团董

事长李书福的帮助下，他完成了鞋

厂到汽摩配件厂的全面转型。浙

江利民实业有限公司，是吉利的核

心供应商，是黄岩首屈一指的汽摩

配件生产厂商。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黄金时

期”，他眼神坚定，告诉钱江晚报记

者，2018 年产值 8 个亿，今年将破

10亿元，后年要到15亿元。

“我能有今天，我特别感谢党，

感谢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时代造

就了我。”他曾说，感谢一个好时

代。他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一代代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民

营经济的壮大。

半生沉浮，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池幼章当年接受钱报记者专访

86岁企业家
池幼章离世

他用一生的时间
做利国利民的企业

缅怀！

“我将再起”，2018年春天，池

幼章请人写了这四个大字，高高挂

在办公楼。一进门，就能看到。

这是一名暮年企业家向世界

的宣言，表达他老骥伏枥的雄心壮

志。虽然他患过九死一生的重病，

虽然他年过八旬头发花白。

为等这一天，他已蛰伏了多

年，这名被李书福尊称为“老师”的

企业家，在山下韬光养晦，消失在

公众的聚光灯下。

曾经，少年时代，池幼章就写

过小说，有过作家的梦想，也做过

语文老师。只是，时代的原因，使

他最终成了一名企业家。

“有志不在年高，没志空活百

年”，他这样说。“一方面我的性格

如此，我总觉得，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在这么好的年代里，我们更

应该为国强民富多做一些贡献。

要用我的毕生之力，做一些有利于

国家人民的事。这是很自然很朴

素的感情，绝不是矫揉造作。”

池幼章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很多企业总想着能够偷税漏税，但

他从不这样想，有一次，有人给他

争取了几百万元的减税政策，他把

这些钱退回到了财政部门。这让

一些人觉得很尴尬。

“我们不要太在意个人的财

富，应该更看重为社会为国家为人

民做了多少贡献。”他说，这是他的

财富价值观。“企业的利润也不要

太高，应该把利润多让给员工，应

该依法向国家纳税。”

这么多年，池幼章一直坚守实

业，他说，自己从不炒股，不做房地

产。曾经有人多次找过他，让他拿

地，给优惠的政策，来钱也快些，但

池幼章没有做。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实业

救国’‘实业兴国’，这些思想在我

脑子里扎下了根，然后就是脚踏实

地去做。”他这样说。

老骥伏枥，八旬再起老骥伏枥，八旬再起

昨天，钱江晚报记者史春波再次提笔，回

忆与池幼章先生相见采访时的点点滴滴。

看到池幼章先生去世的消息，多少有点

意外。虽然，他的身体不大好，生过重病，之

前还好几次住过院，但都是挺过来了的。

每次出院后，他会给台州日报的资深记

者任健打电话，“任健同志，我又出院了，感觉

好得很啊。”

他总是那么乐观。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一息尚存，奋斗不止。是他的座右铭。

2019 年初的一天，我去采访池老，也是任健

老师带我去的。一开始，对于采访，池老是拒

绝的，不过，任老师给我说了不少“好话”，他

才答应了。

在台州的企业界，池幼章是“教父式”的

传奇人物，只是蛰伏了多年，晚年，他才再度

走到公众的视野。一时间，很多人赞美他。

说实话，那次采访前，我心里没什么底

气。因为听说他的脾气有点“怪”，有些清高和

傲气，可能和他喜欢文学也有关吧。但是，他

又欣赏有才华的人。如果得到了他的认可，就

能成为他的朋友。可以说也是性情中人吧。

那天，阳光很好，下午三点多，等他午休

结束后，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见面，他穿的

很正式，西装、衬衫、领带，看得出应该是准备

过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副字:“坚忍”。

印象深的还有办公室里的一盆三角梅，

开得旺盛。他精神还好，但毕竟这么大年纪

了，还是能看出疲态。

采访一开始，果然，池老的语气不是很友

善。他这样问：“很多人写过我了，有好的也

有差的，你能写出什么不一样吗？”我一愣，这

样的采访对象倒是没碰到过。不过，还好，也

有心理准备。我告诉了他大致的采访意图。

他淡淡地说：“那你就试试吧。”

采访倒还是顺利的，在一个多小时里，他

谈了很多过去的事，失败也有，荣耀也有。他

说，他们那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实业救国”

“实业强国”，脚踏实地，不搞虚的。

谈起文学的时候，他特别开心，可能这是

他的热爱吧。想当年，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个

文学青年。文学，可能让他重新看到了逝去

的青春。

稿子见报后的几天，我意外地接到了池

老的电话。池老说，他的一个朋友在钱江晚

报上看到了报道，就带去给他看了，写的和别

人还是不一样的，他很满意。他向我表示感

谢，说，下次再去他那里坐坐。

可惜，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他们那代人的风范
就是坚持脚踏实地
他们那代人的风范
就是坚持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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