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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胡大白，是在她的家里。
她穿着朴素，家里摆设简单。她的女儿

说：“妈妈在物质上没太高追求，很容易满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在事业上永

不满足，不断向新的高度攀登。她的同事
说：“在学校，胡院长让我们每人都要定一个
蹦起来才能够得着的目标。而对于学校，她
都是提前制定每一阶段的发展目标。”

采访将近结束时，胡大白拿出了四个

本子。一个是日记本，每天记日记；一个是
学习本，记录学习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心
得；一个是工作安排本，回顾一周的主要工
作和下周工作安排；一个是生活本，记录
2008年以来每天的身体状况及身体功能训
练情况，从不间断。每一个本子都条理清
楚、字迹工整。这样的坚持，让人钦佩。

生活上知足常乐，事业上孜孜以求，这
就是胡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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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白，1943年出生，黄河科技学院院长。她创造了我国民办
教育的数个第一——1994年，她创办的黄河科技学院成为全国第一
所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专科高校；2000年，黄河科技学院又成为全
国第一个实施本科教育的民办学校。27年来，由于对民办教育事业
及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她曾荣获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
首届全国民办教育十大杰出人物、中国好人、省劳动模范、新中国成
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等荣誉称号，并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胡大白事业成功，家庭生活也让人羡慕：
有关心、支持她的丈夫，有事业有成的儿女。

1964年从郑州大学毕业后,胡大白曾到
郑州十三中工作过。其间，她认识了同事杨
钟瑶，两人相爱并于 1968 年 3 月 8 日喜结连
理。后来两人都到郑州大学工作。

回忆起和自己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三十七
年的丈夫，胡大白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卓越”。

让胡大白尤其难忘的是，自己烧伤后躺
在床上的三年，丈夫独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
担。当她打算开办自学考试辅导班时，许多
人不理解，但丈夫全力支持，并用自行车推
着她去请教师、租教室、给学生做考前辅
导。后来杨钟瑶成为黄河科技学院分管基
建和园林的副院长。

“1986年他就提出征地建校，当时一亩地
才100块钱，我没同意。现在想想当时如果一
次征几百亩地，学校会发展得更快些。”提起丈
夫在学校发展上的战略眼光，胡大白很佩服。

2005年9月，杨钟瑶因病去世。
“我在家里为他布置了间房，每天都给

他说说话，我觉得他仍然活在我生命里，从
没离开过。”胡大白说。

胡大白也是个成功的母亲，几个孩子学
业优秀，事业有成。

干什么就爱研究什么，这是胡大白的性格。
孩子们的成功与她的教育有方不无关系。她让孩
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具有优良的品质。

胡大白家有个惯例，孩子们进入初中就
要独立思考、独立处理问题。对于从小患有神
经性耳聋的小儿子杨保中也不例外。他上初
中后由于座位靠后听不清讲课内容，想让妈妈

帮忙协调换位，妈妈鼓励他自己找老师解决了
问题，这也增强了保中独立处理问题的信心。

胡大白注意研究、总结教育孩子的方
法，并且持之以恒地实践，终获成功。

女儿杨雪梅是中南财经大学管理学硕
士，现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大儿子杨保成14岁考入大学，后从北京
大学硕士毕业赴美深造，获得康涅迪格大学博
士学位和弗吉尼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
美国11年后回国，从事教学工作，是副教授。

小儿子杨保中 1992年曾夺得第 32届中
学生世界数学奥林匹克大赛金牌，从北京大
学本科毕业，后到美国学习，获得麻省理工
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金融学博
士学位，现在美国某知名大学任教。

黄河科技学院的标志是一轮喷薄欲出
的太阳。

“这是我的创意。”胡大白说，“喷薄欲出
的太阳最有活力、最有后劲，象征我们学校
充满生机活力、充满创造性。”

“其实，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而是一个
沉重的人。这种‘沉重’是如影随形的危机
感。现在学校形势不错，但我会考虑五年以
后、十年以后怎样？”

功成名遂，有口皆碑，胡大白并没有止
步。“办一所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大学”，责任
如山啊！这种责任感促使她立足现实、脚踏
实地，也提醒她着眼长远、居安思危。

胡大白深情地环视着心爱的校园，目
之所及，一轮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太阳正
喷薄而出。

12 月 2 日晚，河南电视台
1500平方米演播大厅灯光璀璨,
第三届河南省道德模范颁奖典礼
在这里隆重举行。

典礼现场，主持人与一名“助
人为乐模范”对话：

“听说你们学校许多学生都
叫您胡妈妈？”

“是的，我总是把学生当孩
子。不仅让健康的孩子把学校当
成温馨的家，也更关心身体有残
疾的孩子。”

被学生亲切地称为“胡妈妈”
的，是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

20多年来，她用对事业执著
的追求和宽广的慈母情怀谱写了
一曲壮丽、动人的人生之歌。

1943年，在举家逃荒的路上，母亲
在洛阳一个石灰棚里生下胡大白。因
胡大白这一辈是“大”字辈，故父亲给她
取名“胡大白”，意寓“大白天下，坦坦荡
荡”。

1947年胡大白一家回到郑州。优
秀的胡大白高二时被选进“跃进班”，
提前一年考进了郑州大学中文系。

1964 年大学毕业后，她到郑州十
三中教学。1975 年，她回到母校郑州
大学，在中文系任教。

“教的是我喜欢的《现代文学》和
《影视文学》，评了中级职称，还涨了工
资。就在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发生
了那场意外。”对于那场改变自己命运
的横祸，胡大白记忆深刻。

1981 年 12 月，38 岁的胡大白受学
校委派到位于修武县的国家建工总局
干校讲课。12月8日夜，煤气中毒的她
晕倒后碰翻水壶被开水烫伤，全身重
度烧伤面积达37%。

“我昏迷了 12 天。后来虽然活了
下来，但不能坐、不能站，只能躺在床
上。”回忆起当时的伤痛，如今的胡大
白淡然、平静。

这一躺就是三年。
虽然单位报销医疗费并派专人照

顾，工资奖金也照发，但要强的胡大白
觉得自己该干点事。

“一个人应该找到最能发挥自己
聪明才智的岗位。”当时正在播放的电
视剧《新闻启示录》里的这句话给了她
启发：我虽然身体烧伤了，但脑子没烧
坏，脸和脖子没烧坏，可以干些能发挥
自己特长的事。

到底什么岗位适合自己？胡大白
在思考。

“虽然躺在床上但我经常看报纸、
听广播，感觉到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胡大白说。

随着“文革”的结束，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

一则资料引起了胡大白的注意：
1983 年，我国高校入学率不到 1%，在
世界 100 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的高校入学率在
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也是倒
数第二。

进不了大学，参加自学考试也是
一种选择。但1984年全省两万多人报
考自学考试，最终只有9000人进考场，
合格率则仅为6%。

身为高校教师，胡大白深知当时
高等教育资源存在着极大的浪费。“我
们教研室只上《现代文学》一门课，一
年只有 176 个学时，却有 11 个老师
上。国家培养一个大学老师多不容
易，但好多老师平时都没课上。”

一边是年轻人求学无门，一边是
老师无课可教，如果能把这两种资源
进行优化组合，那该多好。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胡大白的脑子
里形成：开办自学考试辅导班。她的
想法得到了当时在郑州大学物理系任
教的丈夫杨钟瑶的支持。

说干就干。拖着残疾的身体，胡
大白和丈夫一起，亲自书写和张贴招
生广告。她14岁的女儿带着弟弟帮父
母四处贴广告。

“凡在本班学习考试不及格者，退
还全部学费。”胡大白的广告词颇具吸
引力。

1984年10月31日，胡大白靠30元
创办的“郑州自学考试辅导班”在郑州
四中一间破旧的音乐教室开课了。开
学第一天，共来了143名学员。

每登上一个高度，都有一番境界。而新
的境界，又促使她奔向新的目标。

取得专科教育资格，并不是胡大白的最
终追求。

她认为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不但要有专科学历教育，还应该有
本科学历教育。

1994年下半年，胡大白以恢弘的气魄提
出：“打硬仗、上台阶、创特色、争名牌”，苦练内
功，全面提升学校的品位和档次。

但直到1998年，国家还没有将民办专科
学校升本提上议事日程，也没有相关标准。

胡大白多次前往北京，提出专升本的申
请。教育部决定考察后再做决定。最终，黄
河科技学院顺利通过验收。

2000年 3月，教育部批准黄河科技学院
为本科普通高校，该校成为全国民办学校中
第一个实施本科教育的学校。

通过艰苦创业，滚动发展，黄河科技学
院的“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具有南、北两个
校区，校园面积2100亩，建筑面积近70万平
方米，有47个本科专业、2.5万名在校生。

办一所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大学，这是黄河
科技学院的愿景，也是胡大白的愿景。

怎样做到最负责任？胡大白这样解读：
“不仅让学生学到知识，还要让他们找到适
合的工作。”

二十多年来，胡大白发扬“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民办教育发展之
路，共为国家培养了10万名本专科毕业生。

鲜花着锦，烈火喷海！
结合市场需求，黄河科技学院着眼于

“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了“本科学历教育
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着力培养“一专多能、一人多证”的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

在专业设置上，与公办学校错位发展，
紧紧结合社会需求，注重实用性，做到人无
我有，人有我新。

在培养方式上，结合用人单位需求，尝
试进行“定单式教育”。

胡大白总结说：“我们培养学生要具备
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整合能力、动手能力、
抗挫折能力。”

近年来，该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3%以上，2011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目前已
达97%。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评价：黄河科技学
院已经成为我国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
教育的一面旗帜，也是理论界研究民办教育
的成功案例。

在学校发展过程中，胡大白始终用一颗
仁爱之心对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用行动向
社会传递关爱。

自己曾经历过贫穷和伤残，胡大白对于
残疾和贫困的孩子，总是给予更多关爱。

“1994 年春天，我从广播里听到胡院长
创业的故事，便给电台写信，希望到黄河科
技学院学习，胡院长亲笔复信邀我入学。”身
高70厘米的“袖珍女孩”王春芳毕业后已留校
工作多年，谈起此事，仍对胡大白充满感激。

为舍身救人致残的刘淑慧免费安排宿
舍，还专门让其母亲来校照顾她的生活；免
费资助盲女张卓来校学习，并为其父母安排
工作；特批不愿抛舍病父独自求学的邹尊喜
背父求学，并在住宿上提供方便……胡大白
扶弱济困、扶贫济残的感人故事很多很多。

“在我们学校，可以经常见到残疾学

生。但他们不受歧视，所以能够正确看待世
界，很自信、很阳光。”胡大白说，“我们曾向
省招办承诺，只要是符合录取条件的残疾学
生，别的学校不收我们都收。”

20多年来，胡大白先后帮助 400多名残
疾学生入学深造，批准减免贫困学生学费
1000多万元，仅2011年就减免贫困学生学费
100多万元。

胡大白还联合有关部门先后在学校成立
了下岗女工再就业培训基地、省会外来务工妹
培训基地等，帮助妇女增长知识、提高训技能。

“能给别人做些好事，同时引领学生做
这样的善事、好事，并在学校形成这样的风
气，我觉得心里特别舒服。”胡大白说。

该校毕业生刘淑慧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
写道：“在这所用精神和品质打造出来的大学
里，你将继承一笔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敢为天下先 拓荒民办教育

遇挫志更坚
事业迎来春天

磨剑二十年 树起一面旗帜

怀仁爱之心 常行济困善举

浓浓慈母情 撑起幸福之家

“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这是胡大白的办学宗旨。

辅导班开办伊始，她坚持低标准收
费。为确保教学质量，她聘请的是能力
强、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教师。

“首批学员，年龄最大的 50多岁，文
化水平最低的是小学毕业,我坚持每天
到现场为学员鼓劲。”胡大白说。

1985 年 4 月，辅导班首期学员开始
接受全省自学考试检验。成绩公布，胡
大白辅导班各项成绩居全省第一，7门课
程的成绩，全省21个前三名，该辅导班学
员占了16个，平均合格率87%。

《郑州晚报》在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
胡大白的辅导班声名鹊起，第二期报名人
数竟有2000多人，第三期增至5000多人。

说到当年的“一夜成名”，胡大白谦
虚地说：“当时国家需要人才，年轻人想
学习，老师愿意教。我只是顺应了国家
发展和老百姓的需求，是改革开放的大
潮推着我前进。”

办班的成功让胡大白深受鼓舞，也
使她下定决心开办一所学校，校名定为

“黄河科技专科学校”。
但生源的急剧增加也让胡大白始料

未及。仅郑州四中一个教学点已难满足
需求。随后，学校又增加了中原路小学、
市青少年宫等30多个教学点。

“1987 年夏，在市青少年宫教学点，
一下子来了几百名外地学生，教室和住
处都不够。看着学员们渴求知识的眼
神，我深受震撼。”24年后，回忆起当时的
场面，胡大白仍记忆犹新。“我下定决心：
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把这些有志求
学的青年安排好。”

找房、找床、装床，胡大白和学校的其
他领导亲自上阵，忙了三天三夜，没顾上
吃一顿饭，终于将这批学生安排好。

到 1988 年，辅导班学员已增加至

8000多人。专业设置由最初的 2个增加
到近 20个，办学形式由业余制发展到业
余制、全日制并存。

此时，一个宏大的计划在胡大白胸
中萌动：办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大
学，让学生拿到自己学校发的文凭。

1988 年 3 月，经省教育主管部门批
准，黄河科技专科学校更名为黄河科技
大学。但此时的黄河科技大学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大学。

办大学得有自己的校舍，但当时黄
河科技学校还在到处租房。后来，他们
租下郑密路 30号的一个院落，有了相对
固定的校舍。此后，胡大白有了更高的
目标——建设自己的校园。

“当时学校管理层出现分歧，有人不
同意建新校，觉得投资大、风险大。”黄
河科技学院纪委书记、副院长陈勇民回
忆，“在有 4 人退出的情况下，胡院长建
设校园的决心依然没有变。”

用了一年时间，学校职工统一了思
想。1989 年，学校确定了第二个五年发
展计划，其中包括建成两万平方米以上
建筑面积的校舍，建成国家教委正式批
准的社会主义民办大学。

胡大白相中了航海中路孙八寨村的一
块地。办完各种征地手续，竟用了两年多
时间。个中艰辛，胡大白深有体会。

土地有了，建设新学校的资金又不
够。学校又发动全校职工捐资建校。胡
大白说：“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别的单位
过年发钱，咱是给单位捐钱。”

春华秋实。历史的巨擎拉开了1994
年的帷幕。年初传来好消息：黄河科技大
学被国家教委批准实施高等学历教育，校
名改为“黄河科技学院”，成为全国第一所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专科高校。

同年8月，黄河科技学院航海中路校
区综合楼建成，学校有了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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