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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的早晨，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泰煤制油公司”）

的董事长齐亚平和业务骨干正在北京一处

会议室里头脑风暴。 他们此次来北京的主要

工作， 就是谈妥该公司即将要启动的年产

200万吨煤制油项目所需的技术、 设备的考

察。 他们心情不错，因为数家可能合作的企

业的实力令人满意。

值得关注的是， 在煤制油企业普遍亏

损的情况下，伊泰煤制油公司 2013 年营业

收入达 12.9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93 亿元。

发现问题在清晨

早晨 8 点钟， 齐亚平进入办公室后，需

要他仔细审读并批阅的数十份公司文件，

往往成为他一天工作的“开幕式”。 随后，齐

亚平会通过电脑屏幕查看着各主要生产环

节运行的实时状态。

如无意外，这部分的工作将在 10 点之

前结束，因为，齐亚平重视的项目业务例会

在 10 点钟开始。

其实，每天上午 10 点的项目业务例会

其实更像一个学习讨论会。 因为，那时的煤

制油项目就是一个新生行业， 齐亚平和业

务骨干在当时没有经验可以效仿， 更没有

教科书指导他们学习。

“那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自学。 这个例

会的目的就是不断发现（年产 16 万吨煤制

油）项目需要完善的地方，再不断去改进煤

制油项目的工艺流程。 ”一位跟齐亚平共事

超过 10 年的工程师回忆道。

在某一次例会中， 齐亚平曾透过技术

人员汇报的项目运行情况， 发现了合成油

装置 E-6301 内漏的情况。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漏气问题持续下

去，就会对设备造成腐蚀，严重的话甚至会爆

炸。 如果不是业务例会，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把

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上述工程师说。

解决难题在黄昏

按照伊泰煤制油公司的上班时刻表，

吃过午饭休息片刻的齐亚平， 下午 2 点就

要继续工作。 他的工作内容通常是继续研

究项目业务例会中发现的问题， 或者有计

划的“聊天”或“布置作业”。

“一群化工技术员坐在一起，聊的往往

还是工作的事儿。 ”上述工程师回忆道，令

他印象深刻的是布置的“作业”。

“记得我们刚进入伊泰那年，煤制油几

乎都是零基础。 就是开始边学习边弄项目

的时候， 齐董要求我们每人每天都必须画

流程图，对于不熟悉的工艺流程的人，每天

都要画流程图是很枯燥的一件事。 ”上述工

程师告诉记者说。

而“聊天”的工作方式也很快得到了业

务骨干的认可。

得益于齐亚平 4 年间几乎每晚从不间

断的业务学习，业务骨干发现，在说出自己面

临的技术问题后，通常可以带走解决方案。

在齐亚平看来， 成熟的业务能力是他管

理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管理者不懂

其管理的业务，那怎么能管好这个企业呢。 ”

除了业务探讨时间，很多午后时光，齐

亚平会亲自到煤制油项目的现场实地查

看。

500强老总孙宪华的早餐会

本报记者 江金骐

日复一日的华兴“早餐会”，开餐时间是7:

00，但不到6:50，孙宪华一如往常第一个来到

公司餐厅大堂。

提前到达会场对孙宪华来说是早已形成

的习惯，他说自己这样做，一是为了“坐阵”迎

接班子的其他成员， 让大家在新的一天有个

好开场；二是利用这难得的十多分钟，边等同

事，边做些扩胸、扭胯、踢腿等简易运动，为的

是吃饭时胃口好一点，工作时状态好一点。

在华兴，大家都知道“早餐会”其实就是

“晨会+圆桌会+班子会”的简练表达，其内容

和形式至此已形成华兴特色。从形式上看，一

张足够大的圆桌， 既能容下班子里14名成员

同时用餐， 而且让彼此交流几乎就是“面对

面”，在座次安排上，“主陪”位置一般都留给

孙宪华，正对面的“副陪”是总经理崔洪章。从

内容上看，每日会议，按座次轮流主持，参会

人员主要是“总结昨天， 话说今天， 展望明

天”。6月11日这天的“早餐会”，由崔洪章主持，

当在座的各位发言时，孙宪华除了听和记录，

几乎没说一句话，直到议程的最后阶段，孙宪

华开始做总结性“点评”，但他并非是“一对

一”回答，而是择其重点、直奔主题。比如他明

确要求：各单位必须出实招，解决办事人员丢

三落四的现象；各公司从即日起关口下移，严

防严守生产安全； 班子成员必须做好当天的

生产调度计划， 让优效生产日必体现……语

气虽然坚定，表情始终温和。

“早餐会”进行了近50分钟，散会后孙宪华

接着“早餐会”的内容，向记者聊了些“题外话”。

在他看来，这个会作为一天工作的开始，既是

动员会，也是“收心会”，它的存在，不但有利于

班子成员间互通信息，加深了解，达成共识，还

可以有效减少大家在头天晚上的各种应酬，形

成了“吃早餐不要钱， 无故不吃早餐得罚500

元”的硬约束。据了解这一规定已坚持了5年。

从餐厅到办公室，有一刻钟的车程，好在

这一天，路上的车并不多，只用了不到10来分

钟时间就到了办公室。不管路上耗时多长，孙

宪华只要坐进宽大的私人座驾里， 秘书这时

都递过来两件随身“武器”，一是带笔的记事

本，二是带电子笔的电子记事本，主要是用来

记录刚刚做过的“指示”，或记下随时想到的

事情。这天也不例外，记者看得到他倒换着俩

笔记本，一本记录着当天的工作重点，另一本

记录着日程安排。按照既定日程，当天上午孙

宪华有一项重要接待，下午有一场外出事务。

上午的接待对象是一位澳籍华裔客商， 这位

客商是第二次来访，与孙宪华是第三次见面。

这次澳商再访华兴， 目的是推动某个在谈医

院项目的合作进程，当然，他还带来中信银行

的理财顾问，商谈另一个合作项目。

正式的接待工作要到10:00， 客人到达之

前，正是孙宪华集中行使“董事长权力”的时

间———签字、审阅报告、批示文件等。在不到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孙宪华仅签名就15次之

多，这还不包括接下来，有工作人员开着车、

夹着票据上路拦截的“室外签字”。在办公室

的签字中，除了一份是文件汇签，一份是财务

报表，另外13份与投融资、银企合作相关。在

如此短的时间密集落下自己的签名， 会不会

有“失察”之隙？对此，孙宪华告诉记者，有的

签字叫“主签”，有的签字叫“汇签”，前者主要

针对公文，签后有关单位照办即可；后者主要

是“流程签”，这类签字的前端，都经过了部门

负责人和分管副总的层层把关， 其本身就体

现着权力下放， 体现着相互信任，“到了我这

儿，我没有理由再犹豫不决啊！”

在处理公务过程中， 孙宪华与记者保持

着间歇性的沟通状态， 所谈的内容一是当前

企业的发展形势，二是有关产能过剩话题。针

对民营企业目前面临的发展环境，他认为，当

前正是我国经济增速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

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候，企

业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快速完成产业及产品

结构转型升级，要主动用新思想、新技术、新

工艺、新战略替代落后的要素，同时，也要坚

定发展信心，信心比黄金重要，每个人都要快

速学习，不能改变环境，就调整自己，快速适

应，跟上趟，在激烈的竞争中主动出击，以变

应变。

在说钢铁产能过剩时， 孙宪华坚持自己

的一贯主张：中国的钢铁产能不是绝对过剩，

而是相对过剩，是结构性过剩。他深度赞同国

家“促增长 调结构 转方式 惠民生”的战略调

整，为此，他认为中国的钢铁产业，一方面要

坚决淘汰高能耗粗放式的生产线， 但同时要

加大投入，做好“藏钢于民”的战略储备。

客商的接待工作始于上午十时。 当宾主

都落坐后，双方从见面时的寒暄，到切入正题

后的交谈，都没有人想象的正统和严肃。或许

大家是“老朋友”的缘故，大家在谈合作项目

时，不时谈到各自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互

相勉励，共同探讨更加有效的发展路子，在整

个交流的过程中， 作为中国制造业500强的

“一把手”， 孙宪华的乐观态度感染了澳籍客

商。孙宪华感谢澳籍客商对华兴的信任，还请

客人对公司的生产线、 对相关产品再做实地

考察。

考察行程包括对石材机械公司、 钢构公

司和华玻科技公司进行实地走访， 孙宪华全

程陪同，有时还客串一下讲解员。毫无疑问，

客商通过实地察看，合作的信心更加坚定。

“跟访”孙宪华，打眼的事抬头即见，但“归

心”的事须用心才能感知。比如，跟他交流时，虽

然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他也表现出多重忧虑，但

每到纠结处，总会适时补上一句：形势很严峻，

但思想要乐观！类似的话，他上午在不同的语境

中，至少说了4遍，由此可见，他对乐观的持重由

表及里，他也因此向记者表示，作为企业的“一

把手”，保持乐观是对身边所有人的一种尊重！

当然，对身边同事的尊重，除了做好心态

照应，还体现在处事细节上，比如当天下午，

孙宪华在处理完手边工作后， 还应约与县工

商银行的领导一起， 去滨州市工商银行办理

一项公务。他从公司动身时，时间将近4点，这

也就意味着来回折腾其实就是一个“很晚的

加班”，于是，原计划带秘书一同前往，临时决

定“放秘书一马”而单奔，结果确实如他所料，

当他从滨州市区回到县城时， 已经是晚上10:

00后了。

本报记者 江丞华

齐亚平“制油”：一天到晚在“聊天”

城开（北京）投资集团董事长余延庆绝

对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晚上 12 点钟以后睡

觉，一定要在早晨 5 点钟起床，起来后用半

小时做全套的玉蟾功，再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写日记，这样的习惯他坚持了 39 年，从来没

变过。

随着中蒙商贸合作井喷式的发展，余延

庆最近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中蒙民间商

贸平台的建设上。

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谈项目，几乎

每一天，他都有几个项目要谈。 即使是这样，

他一天中通常只能踏踏实实地吃一顿早饭，

午饭如果时间充裕，他就吃上一碗面；如果

时间紧，通常就是吃 2—3个苹果，至于晚饭，

他都用减肥的借口省掉了，这个习惯他也已

经坚持了 5、6年。

我们来看一下余延庆典型的一天。

早上 8 点，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余延庆

已经来到公司上班。 一边整理办公室，一边

写下一天的工作计划，同时把约定的时间通

知到他当天要见的人。 这也是他坚持多年的

习惯。

今天他的第一件事是到首创集团，与首

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研究新大都酒店加层

方案。 他亲自出马。

会议开到了 11 点， 余延庆驱车回到公

司。 在处理几个重要的文件和审批事宜后，

已经是 12点半多了。 匆匆吃了一碗方便面，

余延庆在 13点准时来到会议室，这是他与南

京尹丽俊约定的时间，他们要谈的是蒙古国

住宅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及步骤。

现在， 余延庆已经成了一个“蒙古通”，

自己找人翻译了蒙古《外商投资法》等主要

法律，并在乌兰巴托的可秀饭店设立了一个

办事处，现在有 5个中国人和 30个蒙古人长

期办公。

从下午 14：30开始， 余延庆接待了 3拨

到访的企业家，都是商谈赴蒙投资建厂事宜

的。 为了让这些企业家了解和习惯蒙古政商

界近乎刻板的守时习惯，余延庆把和每家企

业的商谈时间都严格控制在 1小时。

中蒙商贸有着很强的互补性，随着“新

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想去蒙古投资的企

业家越来越多。 前不久，余延庆刚刚带着 21

个企业家到蒙古考察了市场和项目，其中包

括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矿产开发等一

些重大项目。

晚 19：00驱车 1小时， 到渔阳饭店与金

融投资专家，研究银行重组以及成立融资租

赁公司，发挥金融杠杆启用事宜。

21：00到丰台开发区与周兵总经理亲属

见面， 研究江苏启东市住宅产业化项目落

地，以及金融产品延伸服务事宜。

23：00在和平西里与中央和国家机关老

干部文化健康中心高瑞丰主任研究建立全

国养老基地方案及暂行方案，到 24：30。

凌晨 1：30到国贸中国饭店茶厅，与天津

房地产商石总研究空间房地产商全面合作

事宜。

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 3 点了。 而余延

庆依然会按着他坚持了 30多年的习惯，在 5

点准时起床。

国企老总余延庆为项目会见 9 拨客人

本报记者 丁明豪

余延庆

孙宪华

他们只是无数企业高管的普通一员，这一天也是他们无数日子中普通的一天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红娘之一，龚海燕正

试图转型成为一名中小学生“教师”。

2012年年底，她从一手创办的婚恋网站

世纪佳缘 CEO 的位子上离职， 随后又创办

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小学优质教学资源

在线服务平台梯子网。

“如果一般人的生活是朝九晚五， 创业

者可能是朝五晚九吧。 我自己每天是 6点就

起床了，晚上十一二点才休息。 ”龚海燕谈日

常的工作时说，现在创业者的竞争环境十分

激烈，在线教育更是一片血海，“我感觉现在

行动不快的话会死得很惨。 ”

2003年，还在读大学的龚海燕在复旦宿

舍里创办了世纪佳缘。 白天要上课，就利用

晚上的时间做客服， 周末还要出差做活动，

常常是买一张站票就上火车了。

经过苦心经营， 世纪佳缘于 2011 年成

功于美国上市。2012年，龚海燕创建 91外教

网， 并在当年年底正式辞去世纪佳缘 CEO

一职，完全将重心放到了在线教育业务。

尽管早五晚九、加班加点地努力，鉴于

其诸多关键性头衔，龚海燕如果事事亲力亲

为恐怕仍然有些力不从心。 目前，除了梯子

网，她还是世纪佳缘联席董事长，同时也是

91外教网的创始人。

龚海燕特别强调说，“我们的团队有一

大半在以前都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我觉得

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方面他们可以从失败中

提取更多的经验教训， 充分具备创业的能

力；另一方面，大家凝聚在一起，特别希望把

一件事做成功。 ”

公司管理权下放之后，龚海燕将更多的

心思放到了用户身上。用她的话说，“我创业

的经验是你要找到用户的痛点，然后解决他

们这个痛苦。 ”

在研发梯子网之前，该团队曾经调研了

大约 500多位中小学教师，龚海燕本人面对

面交流过的有数十位，以便更好地了解老师

工作中的时间分布，在备课、上课、布置作

业、批改作业、出试卷、批改试卷、提升自身

教研水平上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常常访问

哪些网站，还有他们和学生、和家长的沟通

情况，并从中寻找可以改进的地方。

梯子网自从 2013 年 11 月底上线这半

年以来，发展非常迅速，规模上已经超过部

分两年前起家的同行。

“红娘”龚海燕：二次创业当“教师”

龚海燕

本报记者 郭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