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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效应是指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影响和激励人们所产生

的效果。好得榜样具有创造力，特别是当榜样包含着自我牺牲成分

时。榜样的力量自古知之，但对榜样有深入研究的是英国管理学家

约翰·爱德欧。

解读

启示

谈到管理者的榜样效应，春秋晋国时期的李离是一个很好的榜

样，他的故事至今仍被很多人所熟知。在春秋晋国时期，有一名叫李

离的狱官，他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辞，致使

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

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

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

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

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

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

从李离的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要想正人，先要

正己，要想做事，先要做人，管理者要想管理好下属，自己首先需要以

身作则，向下属做出示范。

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向李离那样，勇于替下属承担责任，严格要

求自己，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员工中树立起表率的作用，使团

队成员上下一心，提高团队整体的战斗力，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做

一个让员工敬佩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做好管理工作。

金融界网站总裁宁君说：“职业经理人拿了股东的钱，就是应

该让这些钱增值，做‘资本的保姆’。保姆就要有责任感，尽职尽

责。如果你严谨，员工也会严谨；如果你有懈怠，员工也会跟着你

懈怠。”他认为企业文化就是“老总性格的外延”，职业经理人作为

领导就要以身作则；任何一个员工其内心都是善良向上的，没有一

个员工是带着到你这公司来就要把你这公司搞垮的目的的，他们

都想有个好的发展平台，有个好收入，有个好前途。宁君说：“我的

员工都是 20 多岁，大好年华，他们天生质朴，看到了他们就好像看

到 20 多年前的我。”他常对自己的员工讲：“我年纪比你们大，职位

比你们高，工资比你们多，但是你要看看我是怎么工作的。”一个好

的职业经理人就应该像宁君一样喊出“向我看齐”，把应该照料的

照料好，应该发展的发展好。

在群体活动中，个体大都有一种强烈的从感情上要将自己认同

于另一个体，特别是认同于领导者的品格特质的心理趋势；这种对品

格的认同感会导致下属去模仿领导者的行为，如果良性互动产生，领

导者再现某一榜样的社会心理行为也将进入循环状态。

须知领导者的言行举止，也是下属关注的中心和效仿的榜样。

由领导者个人素质和表率作用产生的影响力，对雇员产生的心事影

响和行为影响是自觉自愿、心悦诚服的。只有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

人，才会使下属产生敬爱、钦佩的心理效应，从而对这样的领导者倾

心拥戴并愿与之共谋大业。

榜样，即楷模，值得学习的人或事物。榜样影响人的思想，榜样

影响人的行为，榜样影响人的成长，树立一个正确的好榜样，非常重

要。一个好的榜样，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积极地影响。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成功的典型最容易打动人心，最容易产生良好的激励作

用。

树立榜样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指引人生方向，探索奋斗

轨迹。

榜样效应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什么是榜样效应？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李 艳

管理速递

世界之窗

本报记者 李 禾

家住上海的顾先生最近很开心，由上海新金

桥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金桥）等运营

的“阿拉环保网”回收了他用了多年的电脑。他

不 但 得 到 了 环 保 积 分 ，还 得 到 了 网 购 的 优 惠

券。陈女士也在“阿拉环保网”上注册了会员，

她把家里废弃不用的 U 盘、耳机、充电器等，贴

上打印的条形码，投放到了智能回收箱。之后，

每月 28 日，“阿拉环保网”就会将相应的环保积

分转至陈女士的环保账户中，积分可以兑换成

现金。

如果家中有废弃空调、冰箱等大家电，还可通

过“阿拉环保网”网址、热线、微信、手机 APP 软件

等预约，工作人员将上门免费回收，并给予相应的

环保积分。

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

淑燕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阿拉

环保网”为核心的再生资源平台，推动了开发区

等地循环经济模式不断升级。如上海新金桥与

光大等银行合作，推出了阿拉环保金融账户，真

正实现环保积分账户与银行账户的合二为一，

轻松变废为宝。

——研发创新——
建设信息平台突破困局

研究显示，2017 年纳入我国管理目录的 14

类电子产品废弃量约 1164 万吨，其中电视机、电

冰箱、空调器、洗衣机和电脑 5 大类废弃电子产

品占 78%。

“电子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首要难题是‘游击

队’回收了大部分的废弃物，而正规的再生企业却

‘无米下锅’。”8 月 15 日，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

司总经理、国家环境保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信息化与处置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沈燕军对科技日

报记者说。

鉴于此，上海新金桥围绕着回收模式、回收网

络体系和载体进行创新，开展研发，建设了移动回

收平台，在全国首创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电子

废弃物信息化回收网络。网上以“阿拉环保网”为

载体，网下以社区等现场活动为拓展手段，后台以

交投服务体系、回收物流体系、监控追踪体系、积

分服务系统、处置商管理系统等信息化管理系统

为支撑，真正做到网上网下都能实现电子废弃物

交投；实现从电子废弃物产生方到处置方，再到产

生方的“闭环”循环。

沈燕军说，今年，上海新金桥还完成了智能垃

圾分类回收箱、微信端的阿拉环保垃圾分类回收

程序的研发；垃圾分类 APP 的制作、智能手机与

蓝牙智能秤的系统研发工作，并在上海社区建设

了 5 个“绿色星期六垃圾分类”示范点，进行垃圾

分类回收称重交投的试运行，结合市场需求，开通

了阿拉环保微信钱包以及支付宝支付等功能。

——高新装备——
资源化绿色技术产业化

记者进入上海新金桥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处置与资源化车间看到，废旧的彩电、冰箱、洗

衣机等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四机一脑”

综合拆解系统、CRT 屏锥分离系统、废电线电缆

处置系统、废液晶拆解系统、信息消除系统、废

PCB 处理系统等自主研发的十五条各类生产线

依次排列……

上海新金桥的景象与电子废弃物利用“游击

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东汕头贵屿村是

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村，在贵屿村，污水横流、垃圾

如山、九成儿童重金属超标……贵屿村也是我国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再生利用水平低、拆解和资源化处

理过程中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典型代表。

“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提高行业的科

技水平。”沈燕军说，上海新金桥是国家环境保护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信息化与处置工程技术中

心的依托单位，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科研院所，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信息化示范工程和处理处

置与资源化示范工程为核心，通过承担国家 863

项目“旧机电设备贵重金属回收利用技术及示范”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全生态电子产品智能回收与

再利用示范工程”等，开展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

收、拆解、破碎、分选、利用技术的研发，进行了关

键技术攻关和共性技术工程化研究，开发了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与装备。

“上海新金桥研发的废旧家电、电子垃圾的物

理拆解技术，破碎分选技术，金属资源深度加工技

术等，按照系统化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了废旧家电

整体资源化绿色集成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应用。”沈

燕军说。

——信息手段——
改变杂乱无序回收状态

上海大学教授钱光人 8月 15日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手机等电器的更新换代正加快脚步，但伴随

而来的环境问题也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不少不法

经营者在利益驱使下，无视环境，对废旧家电进行

手工拆卸、利用燃烧或化学药剂提取电子废弃物

中有价值的金属，其余部分作为垃圾随意丢弃，这

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

而“阿拉环保网”利用高科技物联网的信息化

手段，可以在智能回收箱装满后统一由专车回收，

不仅减少了回收的物流、人力成本和能源消耗，避

免居民在网上或电话预约后需在家等待等不便捷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无视环境的不法经营者没

有了市场。钱光人认为，上海新金桥在逐步冲击、

改变着废弃物再利用行业目前低水平、耗人力的

杂乱无序回收状态。

目前，上海新金桥打造的电子废物处理处置

示范工程已经基本涵盖主要电子电器废物种类，

实现了无害化拆解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

通过全自动化传送，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而且叉车等不进入处理处置车间，优化

了生产布局，产生的荧光粉得到有效控制，车间环

境污染也能得到有效控制。已经实现年处理处置

各类电子废弃物 200万台/件。

据统计，电子废弃物信息化回收网络目前在

上海市已建立 3000余个回收网点，建立了完善的

安防溯源监控体系，实现对电子废弃物的智能化识

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针对党政机关、工业

企业、社区居民、流通领域，建设了以上海为核心，

覆盖长三角区域，面向全国的信息化回收网络。

——管家服务——
提供全方位的环境维护

作为环境第三方服务商，上海新金桥为上海

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环境专业服务以及园区

废弃物的“管家式”服务。2016 年，园区中 300 多

家危险废物转移处置企业中，有 290 家企业选择

了上海新金桥公司。

此外，在环境监管、污染控制、节能减排、技术

推广以及环境规划等方面，上海新金桥为园区政

府提供专业服务。比如设立金桥环境检测实验

室，采集企业用水、排污和危险废物等数据，形成

园区企业环境数据库；实施金桥开发区企业可持

续潜力评比、生态信息平台运营维护、金桥空气监

测站运营维护、金桥开发区企业生态创新力培训

等项目。

今年上半年，环境第三方服务还扩展到上海

南汇工业园的生态建设中。

作为国家环保科普基地，上海新金桥不忘做

好环保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引进星火志愿团队，成

立“星火—阿拉环保志愿队”等，光是今年上半年

就接待各类参观、调研、检查等 1200多人次；环保

志愿队完成了 40 场电子废弃物宣传活动以及培

训活动等。

2017 年上海市将固废资源利用率指标纳入

“十三五”规划，要求企业园区的电子废弃物要规

范化处置，且对资源利用率提出指标要求。与此

同时，上海新金桥等电子垃圾处理企业，通过采用

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将电子垃圾进行充分回收利

用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在探索电子垃圾管理方面，上海一直走在国

内城市前列。上海市政府将“电子废弃物回收网

点建设”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目前，用于电子垃

圾绿色回收的阿拉环保卡和回收人员管理卡，已

在全市推广。这种把绿色回收变绿色积分，并转

换成消费积分的城市电子垃圾绿色回收模式，是

全国首创。也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上海环保企业探索电子废弃物智能化回收

““绿箱子绿箱子””一年吃进一年吃进200200万件电子垃圾万件电子垃圾

视觉中国

最近，有个来自日本的环保案例在网络上

广为流传，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事情的缘起是日本有些人发明了一种名

叫 Veleloop 的蔬菜循环包，这个项目让那些因

为腐败或是卖相不佳而被废弃的蔬菜获得了

重生。

日常生活中，废弃蔬果有多种来源：有的是

因为没有及时被卖掉，开始慢慢腐败；有些是因

为自然灾害，干旱、水害等不能正常生长，导致

畸形或没成熟；有的是由于在生长过程中被田

地里一些动物啃食，造成农作物不能完好长成

或是“相貌不佳”，不得不被丢弃掉；还有些则是

由于在搬运过程中被压变形，外观不太美观，或

是天生不够“匀称”……总之，这些不太完美的

蔬果最终都难逃被人们淘汰的命运，最后就只

能沦为垃圾而后腐烂。

而现在，大规模的浪费可以避免了。一家

叫做 My Farm 的日本公司不仅用科技手段让被

废弃的蔬菜“起死回生”，而且还将此进行了公

益推广。

Veleloop 蔬 菜 循 环 包 的 制 作 流 程 不 算 复

杂。首先收集那些“被嫌弃、被抛弃”的蔬果，然

后用生鲜垃圾处理机将废弃蔬菜做成肥料。用

印有蔬菜特制的包装纸，把种子和肥料的混合物

包好，纸是由可降解材料制成的。生产者们还根

据蔬菜的大小，调整包装方法，让做成的Veleloop

蔬菜循环包和原来的蔬菜保持一样的外形。

除了制作方法简单，用法也特别简单——

直接扔土里就可以了。比如，把萝卜形状的蔬

菜循环包直接种在土里，最后真的就长出萝卜

来了。真真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My Farm 公司的经营方式是，顾客只要捐

出任意金额，就可以免费拿走自己需要的蔬菜

包。而这些募集来的资金，全部捐给那些为

Veleloop提供废弃蔬菜原料的农民。

这种方式听起来真心不错，爱好绿植和关

心环保的人们更是对此有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数据在流

传，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废弃蔬果有 13 亿吨之

多。现在，它们能物尽其用了。更重要的是，

人们举手之劳的功夫就可以参与到环保和公

益活动中，还能体会到种植的乐趣，实现“都市

农夫”的田园梦。

据媒体报道，My Farm 公司于今年 2 月底

和 3月初，在东京世田谷区和千代田区各举行了

一次“Veleloop Market”，反响十分热烈，来采购

的人很多，Veleloop蔬菜循环包的品种也由最初

的 6种发展到了 15种。

“其实，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环保人士，都

一直希望能推动废弃蔬果甚至厨余垃圾制成

肥料的项目，但没有哪个项目获得了 Veleloop

这样火爆的认可度”，一位环保圈人士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民间流传着不少废物利用的小

办法，比如把废弃的蔬果和剥下来的果皮加

上自来水，用大塑料瓶密封起来，等它发酵变

成肥料。也有一些公司做了一些商业化的尝

试，比如美国的一家公司就曾经推出一款厨

余垃圾处理机。这款机器只需要人们把废弃

的蔬菜、蔬果皮扔进去，加入随机配备的添加

剂进行运转，24 小时后，就可以将这些蔬果

皮变身为固态肥料。尽管这些想法听起来都

十分让人惊喜，但最终都没能在市场上获得

广泛认可。

对此，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 8 月 14 日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Veleloop 蔬菜循

环包是人们在环保领域做出的努力，更是一种

生活美学的体现。汪永晨是记者出身，30 年前

就投身环保事业，屡获中国环境“地球奖”“环

境保护杰出贡献奖”等奖项，参与了众多民间

环保活动。

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撇开技术不说，单说

这个项目能想到用可降解的纸把肥料包起来，

放进植物种子，还把它们做成相应植物的形状，

这处处体现的都是一种让生活慢下来、体验生

活之美的哲学。在她看来，想出这样的点子，不

仅要有企业的经营眼光和头脑，更需要有对生

活的品味和热爱，接受和享受这个点子的人也

是“有同好”的人。

“这样的项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除了经

营这个项目的公司在环保和公益上的努力外，

更重要的是每天身处快节奏和喧嚣中的我们，

能不能也让生活慢一点，停下来体会生活的精

致和美好；同时，作为消费者，也为环保公益贡

献一点儿自己的力量。”汪永晨说。

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废弃蔬果有 13亿吨

施“魔法”烂蔬果重获新生

观点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