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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深厚的工商界代表：梁尚立

梁尚立（1920.9-2010.9），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市政协
副主席，民建中央委员、民建广州市委会主委，市工商联执
委会主任委员，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他长期担任广州市工商联的主要领导工作（1951年-
1964年任广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64年-1987年任
主任委员，1987年-2010年任名誉主任委员、名誉会长、特
邀顾问），是工商联事业的开拓者、优秀的商事活动家，为
广州工商业的发展和粤港澳经贸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他
身体力行，爱党爱国，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带头支前借款、
认购公债、抗美援朝捐款，率先申请把自家工厂纳入首批
公私合营。改革开放后，利用自身优势和众多的海外关
系，大力推动原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积极开展
对港澳爱国人士的联络接待工作，在引进外资、补偿贸易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当时“引进”工作的多个全
国、省和市的第一，为广州市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尚立的父亲梁培基是民
国时期粤港著名的民族工业家，
粤港现代医药制造业的奠基人
之一，因成功研制专治疟疾的

“发冷丸”等中成药而富甲一
方。梁培基年轻时就读博济医
科学校，曾与孙中山同学。1911
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梁
培基与革命党人潘达微一起冒
死收殓烈士遗体。1925年，震惊
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梁培基
在香港出资捐款支持罢工，被港
英政府列为不受欢迎的人。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梁培基曾先
后在广州兴办制药厂、卷烟厂、
炼奶厂、热水瓶厂，创办广州二
沙岛珠江颐养园，并投资开发从
化温泉疗养院和风景区。

梁尚立正是生长于这样一
个具有浓厚的义勇情怀和实业

救国情结的名门望族之家。当
日寇的铁蹄在中华大地肆意横
行 时 ，满 腔 热 血 的 梁 尚 立 于
1938 年参加了抗日先锋队，从
事抗日救亡工作。他被派往广
东清远曲江等地开展抗日救亡
宣传工作，并充分利用梁家作为
医药商人家族的优势，捐献自家
药厂生产的药品救治前线杀敌
的英勇官兵以及为抗日先锋队
筹措经费。梁尚立一直在党的
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后因病到
香港休养，他于 1940 年回到广
州，在其父开办的梁培基药厂工
作，并对抗日游击队的经费和药
品提供支持。在解放战争中，梁
尚立以家族企业为掩护，为游击
队印制钞票“南方券”，周旋于虎
口，书写下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舍
生忘死的激情诗篇。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
于阗。新中国成立后，梁尚立当选
广州市工商联的筹备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此后，他长期担任广州市
工商联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第一
至五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
六、七、八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九、十、十一届名誉会长，第十
二、十三届特邀顾问。

新中国成立初期，梁尚立带头
组织支前借款、认购公债、抗美援
朝捐款，并参加公私合营、对原工
商业者的团结教育改造。

从1950年到“文革”爆发前，他
肩负特殊使命，每年均往返香港数
次，主要的工作是借助父亲梁培基
在香港丰厚的人脉延续密切保持与
香港爱国进步人士的友谊和交往，
为促进国家、民族统一奔走效力。

改革开放期间，他积极投身
“四个现代化”建设，利用自身优势
和众多的海外关系，大力推动原工
商业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积极
开展对港澳爱国人士的联络接待
工作，在引进外资、补偿贸易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广州市的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了积极贡献。如联络香港爱国商
人邓焜、刘浩清捐赠35万美元兴建
广州市现代化、机械化养鸡场；联
络香港地产商香植球等 6 人捐赠
350 万港元，给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购置医疗器械；联络香港地产商
胡应湘投资20亿港元于深圳特区，
投资 9000万美元建中国（广州）大
酒店，投资25亿港元兴建多条高速
公路。

在引资工作中，他排除万难、一

马当先，创下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
多个“第一”：引进国内第一套机械化
养鸡设备和最早的电子手表生产线；
引进国内首条电梯生产线与冰箱生
产线；引进国内首家由外资投资兴建
的75万千瓦的沙角发电B厂；引进巨
资兴建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 广
深珠高速公路（广 州 — 东 莞 —
深圳；广州 — 珠海）；引进国内首
家中外合作大酒店——中国大酒
店。他当时的“引进”工作在广州市、
广东省，乃至全国都创造了多个第一
名，被誉为“招商引资第一人”。

退休后，梁尚立定居香
港，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不顾七八十
岁的高龄频繁来往于粤港澳
三地。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推选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举会议成员。

1992 年，梁尚立“在广州
成立一家专门学院，以培养
国家急需的商业人才”的想
法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支
持。1993 年，培正商学院（筹
备 处）与当时的花都市签订
建校协议，1996 年 8 月学院
基本建成，培正学院迈上了
新台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73岁的梁尚立领衔创办培正
商学院。他以古稀之年罕见
的勇气和魄力，以其人格魅力
和良好信誉，牵头邀约了一群
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培正校
友以及海内外社会贤达筹得
捐款。其中林秀棠最早捐赠
的 110 万港元和何厚煌董事
捐助的250万港元，为学院的
筹办启动提供了急需的前期
资金。

梁尚立还亲力亲为写建
校报告、选址、征地、进行校园
规划、参与校园建设，历尽沧
桑、化难跨险，最终创立了培
正商学院，奠定了广东培正学
院的基业。

“父亲他 70 多岁才开始
办学，过程中有风雨，也有阳
光，有泪水，也有微笑。”梁尚
立的儿子、现任广东培正学
院董事长梁普建介绍，建校
面临许多困难，很多人劝梁
尚立放弃，但是他很敬业，一
定要想尽办法从各方面筹款，

钱不够就先把自己的存款拿
出来全垫上。

学院创办之初，梁尚立
就前瞻性地意识到，不能按
照公办学校的办学模式来办
民办学校，一定要按教育改
革的办法，发挥出学院自身
的优势。对此，梁尚立一开
始就为学校提出了“走深化
教育改革之路”的方针。他
表示，学院的发展“一定要改
革，吸收外国先进、好的经验
进来”。他认为培正的教育
特点有三，一是以外语口语
为重点；二是采用学分制；三
是教学人员包括校长都采用
聘任制。在这一理念下，学
院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

在 2010 年左右，梁尚立
去世前，身体已经每况愈下，
他不能走路要坐轮椅，但他很
牵挂学校，要求儿子每两个礼
拜一定要 送他来学校看一
看。梁普建哽咽道：“他来一
次，看一下学校发展的情况，
看一下学校的师生，心里就轻
松了，然后他回家就可以踏实
地睡觉了。”

在谈到父亲梁尚立的一
生时，梁普建深情地表示：“他
青年时代是抗日的革命者，中
年时代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晚
年又是民办教育事业的开拓
者。”

梁尚立用他的一生践行
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带领广
州工商界听党话跟党走，弘
扬企业家精神，努力做爱国
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
回报社会的典范，推动广州
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发
展舞台。

（广州市工商联、广州市
总商会、孙晶、何欣、薛仁政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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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量

创二代来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晶、
通讯员穗联宣报道：近日，广
州市工商联第二期“新穗商

培养工程”正式启动，面向广州
年轻企业家征集报名。
该培养工程将着重从坚持政

治引领、配备强大师资、建立培养
矩阵对企业家进行培养，主要课程
有大咖学堂、红色教育学习、参政
议政培养、创新课程学习、名企调
研走访等，邀请了钟南山、孙玉、金
一南、孟晓驷、单霁翔、余斌、汤敏、
张燕生、樊纲、郑永年、魏杰、陈凯
旋、梁耀铭等一批院士学者、顶尖
专家和名企大咖担任荣誉导师。

第一期“新穗商”学员为视源股
份、金域医学、正佳集团、立白集团、
尚品宅配等企业的创一代或创二代

接班人，110名学员平均年龄为
31岁，93.6%以上拥有本科学

历，40.9%以上拥有研究生学历（含
博士学位 4 人），50.9%以上有海外
留学经历；企业当年年度总营收达
到1481亿，平均营收13.46亿；所在
企业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
物医疗、新材料、3D打印、现代农业、
大健康、新零售、新一代软件及信息
技术、商贸、家居等行业。并大都处
于行业领先位置，具备核心竞争优
势，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良好
发展前景。

据悉，“新时代穗商培养工程”
是由广州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牵
头多个部门主办，每年遴选100余
名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和具有
良好发展潜力的广州年轻一代企
业家，以培育“未来商界领袖”为目
标，自 2020 年 11 月 2 日正式启动
以来，受到民营企业和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引起热烈反响。

陪伴广州人的“米饭皇”30岁了！

大西豪大西豪9090后后创二代创二代：：
不变其实不变其实比比变更难变更难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实习生 何欣 通讯员 周小莉
图／受访者提供

距离广州地铁 1号线杨箕站两三百米，隐于共和路林荫道
旁，红绿色店招、白色卡座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这爿坐落于
绿意间、颇具复古气息的中式快餐店——大西豪，到今年9月就
将迎来30周年店庆。

从 1992 年至今，提供一日三餐的大西豪已陪伴广州人 30
年。老少咸宜的“老广州米饭皇”不仅承载着不少老广的独

家记忆，成为不少80后的青春记忆，背后也见证了
岭南餐饮文化与快节奏生活的融合发展。

“老爸的创业史基本上与
我的成长同步。大西豪 1992
年成立，只比我小两岁。”现任
广州大西豪快餐有限公司执行
总经理刘泓锐笑着说，正是在
父亲刘志明的引导下，他自小
就对餐饮业有浓厚兴趣。

成立于 1992 年的大西豪，
最初是由一间兄弟合伙经营的
小食店转型发展而来。大西豪
快餐董事长的刘志明也是广州
的“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但刘
志明进驻餐饮业并非心血来
潮，他的母亲曾担任工厂里的
厨师长，他本人也有做厨师的
经历。

而到了家族第三代，生在
广州、长在广州的刘泓锐则是
不折不扣的90后海归创二代。

作为家中独子，从小就对
企业有兴趣的刘泓锐，大学专
业方向就选择了工商管理。他
先后在中山大学和美国名校东
北大学读书。2015年，他研究
生毕业后就第一时间回到家族
企业接班。

谈及接班前的准备，刘泓
锐笑称自己不过是“比普通员
工高级一点的员工”。但他深
知自己的接班责任，为了这一
天，一直在背后实干蓄力。

他从大一开始就在大西豪
门店见习，虽出任分店经理，但
擦桌子、扫地等杂活样样都得
自己上，没有特权。大学期间
的亲力亲为和实践，让刘泓锐
能够深入了解到门店的运作机
制，这也为研究生毕业后回来
接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与大西豪一同成长
的刘泓锐开始独当一面，他在

“前端”的连锁门店和公司负责
经营，而父亲刘志明在“后端”
的中央厨房坐镇，开发预制菜，
父子俩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不同的是，刘泓锐说，在他
正式进入大西豪的第七年开
始，父亲逐渐从一名导师的角
色向更加平等的朋友身份转变
着，“以前是‘你应该怎么做’，
而现在老爸会更多询问‘你想
怎么做’。”

很多广州人知道大西豪，却
不知道这个熟悉的广式快餐品
牌很早就在走“国潮范儿”和本
土情怀。

西关趟门、如意碗、如意羹
……再加上岭南画派大师黎雄
才88岁挥毫而作的“大西豪”三
个字，不同于一般商号名，大西
豪商号字字笔锋雄浑有力，散发
着岭南文化艺术特有的韵味。
大西豪的名字也是源于广州百
年老街、在广州改革开放初期集
商业购物、娱乐、旅游、文化于
一体的“西濠路”和“西濠二马
路”之名，取“西濠”二字去水而
得。同时前面加上“大”字，表
达着创业者当时有在改革开放
中乘风破浪、做大做强的决心。

如今30年过去，回看“大西
豪”三字，依旧既有粤味快餐的
岭南风情，又有几分时尚潮流的
大气。

刘泓锐介绍，大西豪一直保
留采用极具岭南特色的元素，既
是与企业定位——“老广州米饭
皇”融为一体，也是因为这是父

亲一手打造的品牌文化，他要将
这份岭南味一直传承。

除了品牌传承，“好饭味”也
是刘泓锐要传承的重点。在创
业中，为了保证米饭的最佳口
感，大西豪曾率先在餐饮业提出
米饭的五大标准——柔软、润
泽、回甘、清香、有饭味；并从源
头上把控大米质量，坚持用明火
煮饭。靠着多年来“深耕”于米，
并将米饭作为企业经营的特色，
大西豪在广州餐饮业扎稳脚跟。

创一代刘志明对餐饮的执
着影响了儿子，刘泓锐在接班后
的经营中保留了大西豪原有的
特色。

自他接班以来，米饭依旧是
大西豪的切入点。一方面是继
承父辈的传统，以此提高消费者
对好米饭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
是培养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让
他们喜欢上这种味道。

刘泓锐说，即使是快餐企
业，大西豪现在对米的选品都有
坚持和讲究。“就像喝茶春饮龙
井，秋喝乌龙一样，我们米饭的

配比也是按季节、产地来变，每
个季节的口感其实都不同。”刘
泓锐说，米饭配比从最初的泰国
香米、广东米，到现在流行的东
北大米，大西豪“米饭研究所”
都有自己的执着。

此外，大西豪多年来在菜品
与价格方面少有变动，杨梅汁鸡
腿扒、秘制蝴蝶骨等金牌产品成
为了一代广州人的童年记忆，而
亲民的价格更是吸引来了老老
少少的回头客。

刘泓锐说：“很多企业家会
轻易更改定下来的目标，但老爸
对自己定下来的目标非常执
着。他一旦认清了目标，无论过
程多么艰难，定会全力以赴。”

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接班也
是要先继承才能后发扬。要先
理解并认识到公司发展的历史
沿革，再去做下一步的发扬。

作为大西豪的接班者，刘泓
锐坦言，接班的过程中，“不变
其实比变更难”。在面临时代的
各种机遇时，能否守住做餐饮业
的初心，不赚快钱，更为重要。

在刘泓锐的带领下，大西豪在
坚守味道的基础上，也在尝试创新
发展。

最早的转变发生于 2015 年，
美团正酝酿着开辟外卖的新天
地。当时的刘泓锐还是刚归国想
要大展拳脚的“太子爷”，他的超前
视野第一次与父辈产生了分歧。
是专注于线下堂食业务，还是发展
新兴的线上外卖订单？两代人有
不同的想法。

但在刘泓锐的努力下，线上外
卖业务慢慢发展起来，由最初的仅
占三成变为现在占五成。此外，大
西豪也注重顾客回访与私域流量
的运营。目前，大西豪门店数量虽
然不多，但依旧在广州餐饮业占据
一席之地，可以说，数字化是其转
型的一个契机。

刘泓锐与父亲的第二次分歧
集中在中央厨房的问题上，要不要
对外开拓是探讨的关键。在刘泓
锐看来，餐饮业未来的发展一定要
把核心收归到中央厨房，他主张让
大西豪的中央厨房走出去，力求满
足对外供应。二十多年前，大西豪
就已经拥有专注于服务自身的中
央厨房，现如今，有着完整供应链
的大西豪试图在预制菜赛道上分
一杯羹。大西豪现在已经推出两

款预制菜品，在微信小程序与门店
售卖，预计在推出六七款预制菜产
品后，于抖音平台带货出售。

作为90后海归创二代，刘泓锐
在拓宽年轻市场方面也有自己的想
法。首先，在门店的装修风格上打
造明亮风。大西豪过去的装修风格
皆服务于品牌的“老广州”定位，现
在的年轻人则是“颜值控”，于是将
快餐文化结合年轻人的休闲体验，
是大西豪未来想做出的改变之一。

其次，在菜式上推陈出新。大
西豪的多数菜品比较固定，且有多
年的口碑保证，但从2019年起，他
们会有意识地在部分门店推出创
新菜品，以此适应“新广州人”与更
年轻化的口味。最后，以米饭文化
衍生出文创产品，走国潮风。将米
饭文化与岭南方言“有米”相结合，
既寓意生活富足，又由此演绎出一
批独具特色的副产品，如：罐装五
常米、有米利是、有米粮簿等。

谈及接班以来的表现，刘泓锐
给自己打出 61分。“60分是及格，
这几年里，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成
长，因此比及格多一分”。站在大
西豪 30周年的节点上，32 岁的刘
泓锐说，在日常工作中，他心里只
有一句话，就是父亲常爱说的口头
禅——“每天进步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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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西豪快餐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刘泓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