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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有味”徐娣珍
依旧没打算按下暂停键
记者 王婧 实习生 王雯萱

认识徐娣珍很多年了，“事业心很强，而且
相当的细心，细心到‘较真’的程度。”令慈溪
市慈吉小学校长陈新印象深刻。

有一次徐娣珍也在学校食堂吃饭，当她吃
到用盐腌过的鱼时，就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是
新鲜的？当得知食堂为了省钱，一次性会批发
很多水产品，冰箱放不下时，就用盐腌制。

“她很生气，发了好大一通火，对我们进行
了严厉的批评，并且规定只能采购新鲜的食
材，哪怕价格高一点。同时规定以后只能采购
麦德龙的油盐酱醋。”陈新说。

“积少至巨，以微至显。有时候一个小小的
疏忽有可能会造成大错误，我不能允许学校中
的孩子们受到一丁点伤害。”徐娣珍一头短发，
言谈间透出干脆利落。

其实徐娣珍的这种细心和“较真”是有迹
可循的。童年时，徐娣珍的父亲是乡办综合厂
厂长，几个姐姐在厂里当工人。几年下来，对
怎样办企业、哪里进原料、怎么卖产品，她都
了然于胸。

家里姐妹七个，她排行老四，在那个缺吃
少穿的年代，父母生活十分节俭。徐娣珍的日
常衣物都是几个姐姐穿过、用过的，而且是补
丁摞补丁。

有一次，徐娣珍上学时在书包内装了根菜
瓜，路上把书包带绷断了。委屈之下，她回到
家让母亲给她买新书包。

母亲对她说：“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你
还是等自己挣钱了再买吧。”一气之下，倔强的
徐娣珍选择了辍学去赚钱。

1977年，她和表姐合股开了一家石棉厂。
这一年是文革风浪平息后的第一年，个人

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厂长徐娣
珍，彼时只有14岁。

开了两年多时间的厂后，她挣到了第一桶
金，差不多5000元。由于当时政府部门要求她
们安装上百万元的防尘设备，徐娣珍无能为
力，只得关了厂。

之后，徐娣珍学绣花和缝纫，先后经营服
装店、塑料原材料，“市场调查”“消费心理”

“新品营销”等理念开始进入她的头脑。
1987年，徐娣珍与“船老大”胡明龙喜结

连理，开始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水上运输生涯。
结婚18天后，两人就开着两艘10吨和12

吨的拖船，在慈溪、上虞、绍兴一带水域来回
奔波，帮助企业拉沙运货。

“这段时间我们是资金迅速积累的时期，同时
也是最辛苦的时候。我一辈子都记得。”徐娣珍
说。一天傍晚，两人从上虞拉了20吨水泥赶回慈
溪，途中船底被划开了裂缝，江水不停灌进船舱。

危急时刻，他们决定一搏，丈夫开机器掌舵
拼命往回赶，徐娣珍则不停用脸盆向船外舀水。

经过一夜奋战，他们终于精疲力竭地回到
了家门口。

一船水泥好在没有全军覆没，但徐娣珍的
双脚却粘满了厚厚的水泥，怎么也洗不掉。家
人只好用刀子一点点帮她刮，在刮下水泥的时
候，连带着皮肉，“那种钻心的疼，现在回忆起
来都觉得疼”。

三袋发硬的水泥块至今堆在徐娣珍老家的
屋墙边，她让自己不要忘记曾经的艰苦岁月，
也让自己从中不断汲取前进的力量。

徐娣珍很忙。从早
上9点开始，客人就没
间断过，中午吃饭的时
候也在和人谈话。记者
下午4点左右，才采访
到她。见到她的时候，
她还在打电话安排晚上
的事情。

“忙碌是她的常态，
有时候上午人还在北
京，下午就在上海了，
而晚上已到了杭州。”与
徐娣珍打了十九年交道
的蒋维国，目前是慈溪
市慈吉幼儿园园长，他
说。

徐娣珍的微信名叫
“奔波有味”，在蒋维国
看来，这四个字虽然简
单，却精准地概括了她
的人生，“心有大爱，才
会有味。”

“奔波带给我的幸福
感和满足感没有东西可
以比拟，人的价值不就
取决于你能为别人创造
多大价值吗？”今年55
岁的徐娣珍，本该进入
生命中一个似乎更自由
的阶段，但她却进入了
加速奔波的状态。

伴随着改革开放40
年的巨大变化，徐娣珍
从未放慢脚步，从一个
普通的农家姑娘，成长
为坐拥30多亿元资产的
知名企业家和教育家，
她依旧没打算按下暂停
键，“我们的下一个目
标，是赴港上市。”

14岁开始创业

1992年，中国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周期，邓小平的
南巡讲话，犹如一缕耀眼的阳光洒向神州大地，同时也照
亮了徐娣珍的心。

好风凭借力。这一年，她投入160万元创办了慈吉汽
车灯具厂，逐步从零部件加工向整车生产跨越。

1995年，她又成立了慈吉摩托车有限公司，从小打
小闹的“野战军”逐渐变成了能系统性作战的“正规军”。

次年，她又出资1000多万元，兼并了国有企业——
宁波摩托车厂。同年，中国·慈吉集团正式成立，33岁
的徐娣珍出任董事长。

企业从小到大，由弱至强，经历了数次转型跨越。徐
娣珍成功带领慈吉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塑料配件加工厂，
发展为以摩托车制造为主的产业集团。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坚持创品牌的理念在徐娣珍心中
牢牢扎根。

在那个品牌意识还处于将醒未醒的年代，徐娣珍却已
经开始重视售后服务了。“企业要想长久发展，不能做‘一
锤子买卖’。”她便自行设计了维修服务卡，印在产品说明
书上，此举极大地提升了经销商的忠诚度和客户的黏度。

“其实我和李书福算是同时期的创业者，当时吉利集
团也在生产摩托车。”徐娣珍笑着说，只是同道殊途，他
后来去生产汽车了，而她去做教育了。

到了1997年，慈吉摩托车厂的发展渐入佳境，拥有
了“慈吉”和“奔野”两大拳头品牌，年销售收入突破3
亿元，产品畅销全国18个省市，成为省内摩托车制造最
大规模企业之一。

有时候一个阶段成绩的取得，会成为下一阶段进步的
障碍，但是徐娣珍不想固步自封。

事有凑巧，当时有一位分管文卫的女副市长在与徐娣
珍多次接触后，问她：“现在国家号召科教兴国，你愿不
愿意办教育？”

当时国家正在沿海发达地区探索公益事业社会化的路
子，而社会力量办学是教育事业的有益补充，慈溪也想走
在全省教育的前列。“学校办好了要回报社会，你是否考
虑一下？”

女副市长的话像一颗石子，精确地投进了她的心中，
激起一圈圈涟漪。“我因为家境原因，没上几年学，一直
心存遗憾，现在有机会投身教育事业，也算是曲线完成梦
想，怎么会不开心？”

不过，她要做教育事业的想法，却遭到了身边所有人
的反对。“他们把办教育当成生意来计算，觉得办教育一
下子投入几千万元，短时间内是很难看到收益的。”

“但我有我的认知，一个人要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和贡
献，赚那么多钱又有什么意义？我想做的事，一般没人拦
得住。”

徐娣珍向来说干就干。“我没有从事过教育行业的经
验，所以还是决定先从创办幼儿园开始。”

1999年，一个占地25亩、投资6000万元，与华东
师大合作办学的慈吉幼儿园落成，一举成为全国幼教界一
张名片，先后被授予“学前教育楷模”“全国先进民办幼
儿园”等称号。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2000年，她乘势
而上，打造了民办教育“航母”，投资成立慈吉教育集
团，先后兴办慈吉中学、慈吉小学，并与慈溪中学合作举
办慈中书院，创造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教学的集团化
教育模式，被国内权威专家评价为“全国一流”的民办教
育模式。

“徐总凡事都亲力亲为。”蒋维国说，修建学校的时
候，她担心建筑工程出问题，怕为孩子们的安全埋下隐
患，她几乎每天跑工地。她甚至搬到工地现场办公，在简
易工棚内住了3年，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还因此跑破了
30多双鞋。

跨界做教育

“徐总对我们教职工的关心可谓
无微不至，所以我们愿意跟着她
干。”蒋维国说。2003年的时候，蒋
维国的爱人得了子宫肌瘤，需要动手
术。

徐娣珍得知后，打电话帮他们联
系好了医院，而且动手术那天，也去
了，手术结束后还专门请人来照顾。

“你说她那么忙一个人，完全可以让
其他人联系，可是她不放心，都是自
己亲自安排。我真的特别感动。”

徐娣珍如此劳心劳力、马不停蹄
地奔波，不是没有代价的，她不得不
牺牲掉生活的很多，包括健康。

2003年年初，7万多平方米的慈
吉小学动工，尽管徐娣珍觉察出身体
不舒服，去做了个体检，但随后她又
全身心投入校区建设，体检表都顾不
上去拿。

直到10月份，身体再次累垮了，
同事们看她脸色憔悴，就劝她去检查
身体。没想到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做了
妇科活检后，医生告诉她是“恶性鳞
癌”。

这对于要强的徐娣珍来说，无异
于晴天霹雳。“我当时就懵了，大脑
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
与丈夫对视的那一瞬间，她的泪水决
堤而出，泪水中有这一路走来的艰
辛，有对家人的愧疚，还有不甘……
丈夫抱着她心疼地哭了。

那一晚的痛苦，让她刻骨铭心，
夫妻两人就这样说一会儿话，哭一会
儿，一直到天明。

太阳照常升起，徐娣珍的理智也
回来了。“我是个不认命的人，我不
相信命运对我会这么残酷，”她决定

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任何事情只有你真的努力过
了，才有资格放弃。”

这段时间，除了病痛的折磨，徐娣珍纠结的
还有要不要放弃自己才起步的“教育梦”。

几乎所有人都劝她放弃，认为身体才是最重
要的，让她把该卖的卖掉，把钱给自己留一部
分，另一部分给孩子，好好养病，一辈子衣食无
忧。

“可是努力了这么久，真的要放弃吗？”徐娣
珍无数次地叩问自己。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做抉择，对于她来说太难
了。“一路走来，教育不仅仅是我的梦想，已经内
化成我的责任，刻入我的骨头了，这怎么能轻易
抽离出来呢？强行抽离出来也是连血带肉的，太
疼了。”

“有那么多人信任我，跟着我，还有那些学生
和家长期许的眼神。”顿了两三秒，徐娣珍抬起眼
帘说，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
去承受，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种平静的语气和悠远的眼神，让人感觉她
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

经过几番思想斗争后，徐娣珍决定整合摩托
车集团，把有限的精力、财力全部投入到教育集
团，确保这个百年大计。

所幸，命运的天秤又倾向了顽强的徐娣珍。
由于发现的不是很晚，经过专家会诊后，专家告
诉她，手术后完全可以康复。

“事业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事业让我觉得幸
福。”手术后仅3天，她放心不下集团的事情，就
又打开了手机，边治疗边工作。

手术后第18天，徐娣珍身上还带着引流袋，
就离开医院，赶到杭州会见省行业主管部门领导。

而化疗期间，为了参加宁波市的一个会议，
她半夜做完化疗，睡了3个小时，强忍疲惫、病痛
坚持出席。“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身边的人信
心，我不能垮下去、倒下去。”

经过治疗，徐娣珍最终战胜了病魔。

做化疗还坚持开会

“教育事业，百年大计。没有资本，就没有
教育！”徐娣珍创出了以实业支撑教育，百年教
育圆梦与全球百年顶级品牌并驾齐驱发展的特
色路。

2009年6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非常
时刻，徐娣珍果断出手，引进全球500强品
牌，创办了全国县级市首批梅赛德斯-奔驰4S
店浙江慈吉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实现了从两轮
转向四轮。

为了筹措建立4S店，她苦练外语，在一年
内无数次往返于北京、慈溪两地，终于实现了
向高端服务业的新跨越。

对于徐娣珍来说，教育事业和奔驰4S店是
慈吉百年品牌的两大平台和载体，相辅相成。
到2017年，奔驰4S店以超常的速度取得了骄
人的业绩。开业以来，慈吉之星共创下奔驰轿
车销售近2万辆、售后维修服务进店车辆15万
台（次）的优异业绩，被业界权威人士赞誉为
奔驰经销商的“样板店”，年年获得奔驰公司等
授予的荣誉奖项。

“我始终觉得，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物
质资产多少，更加在于精神财富的拥有，教育
事业是永恒的事业，是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百
年大计，体现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徐娣珍创办慈吉教育的奉献精神与责任意
识则直接体现在，每年为慈溪当地财政节省近2
亿元教育投入，为社会解决就业近2000人。

“教育往往投入多、回报少，因此民办教育
品牌与规模，需要强大的经济实体支撑，缺一
不可。”

进入新时代，徐娣珍有“艨艟巨舰一毛轻”
的快慰，也有“天时人事日相催”的紧迫感。

“慈吉教育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注重素质教育与学生个人发展，注重培养
具有多元文化和全球视野并符合21世纪发展需
要的人才，教育国际化势在必行。”

慈吉集团将成立“慈吉教育投资”，实施慈
吉教育整体上市战略，集中力量办教育，全面
打造国际化的慈吉教育品牌。

“大家都觉得我都到这个年纪了，该有的都
有了，还折腾什么？过过安逸的生活，养养
老，此生足矣。”可是徐娣珍知道奔波是她的定
数，这定数来自她不服输的性格，也来自她追
求梦想的幸福感，以及创百年教育品牌的初心。

为了实施对“国际化慈吉教育”的强有力
的大投入，慈吉集团对正处于蒸蒸日上、快速
发展的“慈吉之星”，通过优质股权转让，吸引
香港大昌行集团强强合作，实现资产优化重组。

而股权转让获得的资金，将全部投向“国际
化慈吉教育”发展战略的实施。“如果说教育集
团是我的左膀，那么奔驰4S店就是我的右臂，
转让出去80%的股权，我就失去了控制权，肯定
痛苦的，可是没办法，教育是要烧钱的。”

有学者将学术与政治视为一种志业，认为
这是一种“去用力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
作。徐娣珍的教育事业又何尝不是呢？

“直将云梦吞如芥，不信君山铲不平”。在
陆续干过9个行业后，她决定继续奔波在教育
事业之路上，“生命不息，奔波不止。”

未来，她将携手立志教育事业的女儿，共
同把百年慈吉教育推向新高度。

以实业支撑教育

人物名片

姓
名：徐娣珍

职
务：中国·慈吉集团董事长、

慈吉教育集团董事长

业余爱好：旅游、运动

经营格言：给我一棵幼苗，还你一棵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