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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企二代”的新能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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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十一届北京市青联委员、天普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裁李仁星

吃百家饭长大 晚年享受国家补贴
烈士后代、北臧村镇西王庄村村民李桂荣

04
面孔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创立一家企

业，良好经营，给国家交税，解决就业，公

益捐款，还要让员工有归属感，找到个人

的方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成为稳定的

社会中流砥柱……采访十一届北京市青

联委员、天普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总裁李仁

星时，这位生于1987年的“企二代”侃侃

而谈的不是个人成就，而是企业几百名员

工的衣食住行。

由吾及人 传统文化在企业生根

来到天普太阳能公司大厅，“敬天爱

人，谦德担当”几个大字扑面而来，在

天普的厂区里，《弟子规》《孝

经》《了凡四训》，传统文化

中尊亲孝悌理念的图文

随处可见。“天普秉承

‘家’文化为企业的核

心文化。‘人’是社会的

最小细胞，‘家’则是社会

的最小构成组织，员工在

我的企业工作，不仅是在谋

生，更是寄托着家人对自己的期许，

大家以同德、同心、同向、同发展，共同实现

家庭的和谐美满、家人的幸福快乐。”李仁星

说，这是天普对于企业和员工的信念。

“可能是山东人的缘故吧，从小接受

的传统教育比较多。‘公司也是家’这种文

化就带到了企业中。”李仁星说，在优秀的

企业文化带动下，天普每年春节后的第一

课，就是学习《了凡四训》，员工知谦德、辨

善恶，内求安身立命，提升生命能量；学习

《阿米巴经营》，强化人人都是经营者的主

人翁意识，时刻关注企业整体发展，从高

处解决问题，从大处改善经营。

天普从打造基础学习平台和管理平台，

到课程设置及课程研发，从塑造学习的文化和

氛围，到构建知识共享交换平台，天普把学习

和工作两者充分融合，让员工

学习起来，让企业充满活力。

为培养员工及管理人

员的品德修行，在位于北京

市房山区国家4A级石花洞

风景区半壁店村，天普投资建设

集团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

训基地修德谷。修德谷实现了新能源建

筑一体化，园区内生活热水、采暖及制冷均

源于太阳能热水器及水源热泵，成功节约了

70%的电力资源，主体建筑多处采用阳光

顶及自然通风系统，充分享用了自然光线及

新鲜空气，实现了国学文化与生态文明的有

机结合。

修德谷的文化理念得到了各级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支持。修德谷现为

团中央授予的中国青少年成长教育基

地。李仁星说，天普的许多客户也是通过

修德谷认识天普、认可天普，因为一个有

礼的企业是能够成就伟大事业的企业。

技术优先 致力于新能源利国利民

天普自成立之初就以改善人类生存

环境为己任，推动太阳能行业在中国的发

展。随着国家对环境与清洁能源重视与

大力推广，天普新能源积极投身推动中国

清洁能源发展的行列。

李仁星领导的天普新能源依靠领先

行业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和热泵技术，凭借

现代化的智能管控和完善的服务，为民用

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农业建筑、工

业建筑等领域提供高品质热水、采暖制

冷、清洁电力等新能源综合服务。近年为

北京行政副中心、大兴榆垡农业中心、新

航城项目提供热水服务，并与中海地产签

订战略合作，成为其地产项目新能源服务

供应商。

在清洁采暖方面，天普连续多年参与

北京及华北地区的清洁煤改电业务，对北

方地区冬季的气候特征深入研究，不断优

化热泵技术，使得产品在极端低温环境下

仍能保持高品质的性能和稳定的运行状

态。天普在全国拥有2000多家经销商网

络和30多个工程服务中心，为打造优质

项目提供专业保障，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

服务。

致力公益活动 给困难家庭精准帮扶

作为北京市青联委员，李仁星一直关

注精准扶贫的问题，并一直在思考：单纯

的捐赠，怎么才能变为可持续发展意义上

的帮助，怎样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

功能”？

李仁星说，“天普常常参与社会上的

捐赠活动，为贫困地区送温暖。之前发起

过一个活动，叫爱心天普路，致力于爱心

公益，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2017年9月，大兴团区委、大兴区青

年联合会联合举办帮扶贫困地区儿童

“爱·绽放”捐赠活动，短短几天，天普就收

集了300余件衣服、200多本书，以及圆

珠笔、铅笔、笔袋、书包等十余种崭新的学

习用品。李仁星亲赴内蒙古，在察前旗，

把他们的捐赠一件一件地交到需要它们

的孩子手中。

“去年，北京市青联委员去内蒙古

走访贫困家庭。有个家庭因为车祸，

导致父亲丧失劳动能力，造成家庭贫

困。”李仁星说，这家的孩子非常努力，

成绩全校名列前茅，但却很不自信，甚

至自卑。

“我们青联委员给孩子寄去了书

桌，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但李仁星认

为，这还不够，孩子是能吃饱饭上得了

学了，但如果这个家庭能“自我造血”，

不再依靠捐赠，孩子一定能远离自卑，

迎来自信。

通过跟随青联多次走访贫困村和贫

困户，李仁星慢慢确定了想法——做一些

解决温饱之外的事情。现在，除了对贫困

村和贫困户的捐赠外，天普更愿意从扶持

这些区域产业的角度去帮助他们。如果

他们有大学生，天普也愿意协助他们来公

司或在北京就业。

文/记者 李梦丽 图/李仁星

每天早上，北臧村镇西王庄村的李桂

荣吃过饭就会到村北的小路遛弯儿。入

秋后，气温逐渐降低，昼夜温差大，已经80

岁的她怕冷，蓝底碎花短袖外面还套了件

紫红色的衬衫，她说，这是她自己选的衣

服，“年纪大了，喜欢花的”。李桂荣走一

会儿，就停下和村里的老人唠家常，虽年

岁已大，耳朵却不聋，对于过去的事忘了

细节，但具体事件都能描述出来。

父亲曾是地下党 姐妹靠吃百家饭长大

2015年，李桂荣的父亲李万福被正

式认定为烈士。谈起父亲，李桂荣说：我

都忘了我爸爸什么模样了。据李桂荣回

忆，家里姐妹二人，母亲早年去世，1945

年前后和父亲逃荒到如今的北臧村镇西

王庄村。这期间与村里其他几位地下党

从事通讯工作，1947年被国民党军杀害

的。“有人跟我说，你快回家吧，你爸爸被

抓走了。”她说，这是她知道的关于父亲最

后的消息，连尸首也没见到。

对于父亲的工作，李桂荣说，自己当

时年纪小，并不理解他在做什么，只记得

父亲每天白天都藏在地炉子下面的地道

里，只有晚上才出来，昼伏夜出，是李桂荣

对父亲最大的印象，“一到晚上就看到他

们聚在一块说什么，写小纸条，写什么我

也不知道。”

父亲顾不上照顾孩子，姐妹俩就吃百

家饭，白薯、玉米……东一户西一户地“串

着吃”。李桂荣说，现在回想，当时村里肯

定有人给父亲和他同伴送饭，“我和我姐

自己都顾不上吃饭，偶尔才给他送点，要

是没人照应着，人早就不行了。”

父亲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了可以“出狱”

的同伴李茂才，之后，李桂荣姐妹俩就在李

茂才家生活了10多年。李茂才家有两个

孩子，加上李桂荣姐妹和另外两个失去父

母的孩子总共有6个孩子，由于人多粮食

不够，姐妹俩依旧靠吃“百家饭”，才得以长

大成人。她说，自己现在依然会想起父亲，

“到清明，我就到路口给他烧纸去。”

耄耋之年安享晚年生活

2015年民政局普查，发现了李万福

的事迹，李桂荣开始享受国家补贴。西王

庄村书记李文亮说，以前的人对于国家补

贴没有意识，他会觉得无论是从事地下工

作也好，还是当兵打仗也罢，是自发行为，

对于是否能得到补助并无概念，老一辈的

烈士子女也是如此。

李桂荣的姐姐今年85岁，住在安定，

由于年岁已大，行动不便，姐妹俩很少见

面。李桂荣则一直生活在西王庄，务农养

大了4个儿子，孩子们成年后分了家，早早

娶妻生子。在李桂荣家里一进门的桌子

上，摆着一张小男孩的照片，大眼睛，白白

胖胖，是她的重孙子。

如今，李桂荣已耄耋之年，和其他老

人的生活别无二样。每天早晨6点起床，

晚10点睡觉，一天三顿饭都亲自动手，她

说：“现在多好啊，有电磁炉、微波炉、电饼

铛……一拧煤气灶就能炒菜。”10间房的

大院子里，李桂荣种花、种菜，最多的还是

倭瓜，“主要是吃馅多，包饺子、烙盒子都

行。”晚上7点，李桂荣和老伴儿边吃饭边

看《新闻联播》，“他爱看，”李桂荣指了指

老伴儿，李桂荣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

纹更深了。 文并摄/记者 杨雪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