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晋江市长兴路619号晋江报业大厦 电话：0595-82003110 邮政编码：362201 印刷：福建日报（泉州）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晋江市梅岭街道梅岭路507号 零售报价：1元 全年定价：252元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泉州市分公司

8 编辑_王云霏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翁泽义 电话0595-82003110特别报道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或许是曾经吃过苦，丁和木对物质
的要求并不高，“够花就行”。每次见到
老人家，都是那身非常朴素的深色西装
和安踏的T恤衫，一双简单的运动鞋。
但在金钱上，他有着取舍的智慧。家里
男孩少，加上从小身材比较瘦弱，他养
成了不爱与人争，不爱与人计较的性
格。他常常教育子女，在跟人合作时，
如果有共赢的情况下让着别人一点，

“要给别人51%，自己留49%。”
安踏两个字寓意着“安心创业，踏

实做人”，这不仅是丁和木对企业的期
望，也是对子女的期望。

丁和木在创业早期就提出了“良心
锤”文化，那时候他还在求质鞋厂担任
厂长。每双鞋最后一道工序是用锤子
将鞋面和鞋底锤扎实，这样才不容易脱
胶。经过反复验证，每双鞋至少要锤30
下，才能达到结实的效果。丁和木就将

“锤30下”作为一项质量管理的硬性规
定，要求员工们落实“做生意就是做良
心的事，有好的品质才能让我们的消费
者穿得更久”。如今，尽管制鞋工艺已
经不需要人工锤打，但良心锤文化作为
企业对于消费者的责任和承诺，一直
在安踏集团传承了下来。

在丁和木看来，安踏能取得今天的
成就，有自己打下的基础，更是两个儿子
相互配合的结果。他毫不吝惜对孩子们
的夸奖，“老大精通厂里的业务，能跟员
工打成一片，大家都拥护他。老二善于
外销，把销路搞得挺好，所以两个方面配
合得好，这个企业就肯定会成功的。”

丁和木对后辈要求也很严，并不
会因为家庭的富裕，就放松对孩子们
的管教。两位孙辈也是从基础岗位做
起，如今逐渐独当一面，各自管理着旗
下的品牌。

“他们在上海打工，还在跑市场，
很辛苦。他们赚的钱还没有我们捐出
的多。但孩子们要自己拼，和我们做
慈善事业是两回事，我们该做的公益
还是要做。”在丁和木看来，儿孙各自
事业有成，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他希
望子女懂得诚信、感恩，在有余力的情
况下，能够更多地回馈社会。

在丁和木看来，做慈善的钱捐出
去，很快就能看到改变——这也是他
愿意做慈善的原因。好人有好报，这

是他笃信的朴素真理。做好事的人，
子孙后代“都比较成样”。年近九旬的
丁和木看得更为长远，他希望以慈善
传家，一代一代传下去。

丁和木不仅在为人处世上言传身
教，他的社会情怀、家乡情怀也让后辈
感动。“父亲总是聊着天，突然会问，村
里那个谁谁谁现在身体怎样？那个谁
谁谁上大学了吗？帮过的人，他心里
都记着。”丁世家说。

“我们家族现在也在思考，究竟要
传承怎样的家风？是老人家慈善的传
承，还是情怀的传承，或是大爱的传
承？这种精神不光在家族传下去，也要
植入安踏的文化里去。”丁世家认为，公
益慈善事业大小可能和经济能力息息
相关，但慈善的心跟经济无关，每个人
都必须有一颗慈善的心，只有这样，企
业才会诚信经营，人们才会向上向善。

也正因为如此，家族的孙辈、曾孙
辈从小就耳濡目染，积极参与慈善，不
久前集团在贵州助学的安踏希望班学
生高中毕业，家族的孙辈全部都去了。

和父亲不同的是，丁世家对慈善
的理解更加理性，也更加系统，认为慈
善事业必须要有规划、有步骤地去开
展，要按章办事。“比如说建个医院，涉
及方方面面的事情，要把钱花到点子
上，确实挺难的。”

在丁世家看来，无论是安踏集团
还是和敏基金会，都会将慈善持续做
下去，但不是为了慈善而慈善，“我们
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真正把慈善
这个工作做得更贴切、更扎实，慈善的
路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宽。”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和敏基金
会理事长丁世忠一直希望安踏集团能
够为社会做点事，所以当初提出了一
个“共生价值”的理念，和敏院区就是

“与社会共生”的一部分。“我相信这个
医院的建成，一定会为当地老百姓带
来优质的医疗资源。这也符合国家

‘健康中国’的大战略。”
家和事兴，慈善传家。丁和木说自

己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该做的
好像都做得不错。医院建成后，再做什
么事情，就让他们年轻人去抓就好了。”

说这话的时候，这位九旬老人一
副万事足的模样。

丁和木：做一棵有爱的参天大树

（据《中国慈善家》、部分图片由安踏提供）

“明年要做90大寿，你们都来啊！”一见面，丁和木就笑呵呵地发出了邀请。
老人家爱笑，给人如沐春风之感。和三年前采访时相比，这位安踏集团的创始人清瘦了些。他已经暂别了乒乓球这样的

剧烈运动，改为温和的慢步走，每天要完成4000步的KPI。
他依然闲不住，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到办公室练1小时书法，“每一个字下去，都要动脑筋”；时不时回一趟岸兜村，看看那些

老邻居老朋友；他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担任了三届校董会董事长，但凡有活动，他都尽量到场，给孩子们讲讲故事，鼓励他
们好好学习。如今，他最惦记的还是捐建的医院，不时会去工地看看进展，大楼眼看着就要封顶，这是最让他欣慰的事情。

“慈善两个字，说是好说，但是不好做。不是光拿钱去捐就算慈善了，不是这样的。你做人一定要有善良的心，你做事一
定要做善良的事。善良两个字要时时刻刻在你心中。”丁和木说。

去年生日的时候，丁和木曾挥毫写下了一幅字：“人为善，积德无需人见，行善自有天知。”这也是丁和木的慈善观，在家境并
不富裕之时，他就悄悄播下善意的种子，从扶危济困到健康援助，从关爱一个家庭的因病返贫到提升一个地区的医疗水平，一点
一点扎下善根。他的慈善精神，不但在家族一代代传承，更化作企业文化的根基，开枝散叶长成参天大树，荫护桑梓、造福四方。

行善多年，丁和木家族的善举已广为人知，他也获得无数的慈善奖项，有官方也有民间的。他获得过中国最高的慈善荣
誉“中华慈善奖”；就在不久前，他还获得第19届全球华人“爱心奖”。面对这些荣誉，丁和木坦言是很自豪的，“对于做慈善的
人，国家给了荣誉，这样才能激励大家，才会形成社会的风气，大家才会一起来做慈善。”

在和木文化中心的墙上，有丁和木书写的一
句话：“人生三大欢喜：儿女成才，安踏成功，国家
强大。”

丁和木是个顾家的人。当年，作为家里唯一
的男丁，他曾经担负着一家 8口人的生计，不得
不打几份工来养活家里人。清明前后是蛏子最好
的季节。为了能在餐馆做早餐前送到，丁和木总
是早晨 5点多就挑着蛏子去泉州卖，走一个多小
时的路程，卖完蛏子后又马不停蹄赶回村里，因为
早上8点多要出工，挣工分。晚上收工回来，他又
要去卖货，一天都没有休息。

1982年，丁和木和村里人合办了制鞋作坊
“岸兜村第一皮塑厂”，生产的鞋子质量很好，吸
引了不少外地客商过来购买。看到这种情景，次
子丁世忠建议，与其坐等客户上门，不如走出去，
打开销路。丁和木被说服了，给了儿子 1万元，
600双鞋。1987年，年仅 17岁的丁世忠开始闯荡
北京，在北京最繁华的四大商场拥有了柜台。

1988年，丁和木成立了“求质皮鞋厂”，逐渐
创立自己的品牌。三年后的1991年，安踏品牌诞
生，丁和木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丁世家和丁世
忠兄弟俩任副总经理，一个负责生产，一个负责营
销和产品开发。

安踏是丁和木“家文化”的延伸，一向宽厚的
他，将员工视作家人。安踏集团副总裁李玲说起，
当年为公司历史博物馆收集资料时，曾在丁和
木最早的办公室看到过一摞摞笔记本，上面细
致地记下工厂的每笔开支，那是对每一个员工
的关爱——哪个人结婚，哪个人生子，丁和木作
为公司负责人，都一一记下来，给员工包个红包。
甚至还有为员工写的亲笔贺信，写给员工的新婚
贺词。“他写得很认真，一笔一画，字里行间都是对
员工如家人般的关爱之心。”李玲说。

晋江有“中国鞋都”之称，安踏、特步、361°等
知名企业都出自晋江陈埭镇的丁氏一族。丁和
木生长在陈埭镇岸兜村，村里常住人口近 5000
人，85%是丁氏回族，丁氏宗祠就建在岸兜大道
上。因此，岸兜村是丁和木的家，也是丁和木慈
善的起点。

2003年，丁和木捐款100万元，建立了以其父
母名字命名的岸兜玉厚阿瑞慈善基金会，这是晋
江市第一家村级慈善基金会，基金会善款大部分
用于救助岸兜村的特困群体。

丁和木心善，有时候到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
人家里，看到他们肚子都填不饱、遭受病痛，不忍
心看下去，也不能一走了之，总是要拿出一点钱贴
补。有钱的时候如此，没钱的时候也是如此。“父
亲总是说，你看我们还有饭吃，不能看着别人连米
汤都喝不了。”丁和木的长子、安踏集团董事局副
主席丁世家说。

2008年，丁和木开始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
发生活费，从一开始的每人每月发300元，到现在
的500元；如今岸兜村60岁以上老人有877人，每
个月光这笔开销就达40万元。

“刚开始的时候，我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发这
300块钱。他说300块钱看上去没什么，但对经济
顶不上来的那些人，300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
然我们不能完全帮到他们，但这 300块钱能实实
在在地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丁世家回忆。

有了这笔生活费，加上基本的养老金，岸兜
村的老人们一个月就有 1000 多元的可支配收
入，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甚至还能贴补一些给儿
女，也利于整个家庭条件的改善。生活条件改善
了，老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提上了日程。接近午饭
时间，岸兜村“和木文化中心”的乒乓球室依然热
闹，几位长者你来我往不分输赢，状态貌似完全
不输小伙儿。

“这些老人家都 70多岁了，看不出来吧。爱
打球，身体好得很。丁和木老先生为大家带来了
快乐生活的场所，让村子里的老人们有奔头。”岸
兜村党总支书记丁伟强说。

这栋由丁和木捐资近 5000万元建成的 7层
建筑，自从 2019年 6月落成以来，已经成为村里
一个重要的公共活动区域，各种娱乐、健身设施
一应俱全，全天候开放，不仅面对本村人，也面向
外来务工人员。大家聚在一起不仅能喝茶聊天，
唱南音看电影，还能下棋打球、跳舞健身。谁家
办喜事，在 3楼多功能宴会厅摆上几桌，排场不
输城里的大酒店。

为家乡做了这么多，丁和木也受到乡亲们的
敬重，“大家都希望他活到百百岁（两百岁）。”丁伟
强用当地的俗语转达了大家的祝福。

丁和木对做善事的执着，
源于晋江的慈善传统。作为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之
一，晋江融合着中原文化、海洋
文化、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宗
教文化等多元文化，有着浓厚
的慈善氛围。不但企业家有着
回馈社会的情怀，民间也常有
借婚礼之机捐赠的传统。即使
是政府投资的公共事务，资金
不足时，人们也会踊跃捐赠。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 1992年晋
江机场“政府发起、民间捐资、
财政兜底”的筹资模式，在短短
三年内，迅速筹资 9000 万元。
如今，晋江人总是很骄傲地向
外地人介绍，“晋江机场是我们
捐出来的”。

这样的慈善文化孕育了丁
和木造福桑梓的朴素情怀，但
桑梓的范围不再仅限于岸兜
村。2011年，安踏成立 20周年
的时候，丁和木出资1亿元在晋
江慈善总会设立了“安踏和木
爱心基金”，主要关注灾难救
助、贫困地区文化体育教育等
社会公益事业，帮助退役运动
员就业、创业扶助等项目。

十年后，这位低调的老人
再次刷新自己的捐赠纪录——
这一次，他捐出了自己全部的
股票。

2021年，丁和木召开了一
个家庭会议，他想捐建一座医
院，让晋江、泉州的人民，也能
享受到好的医疗。这一想法得
到了家人的支持。但建医院是
一笔很大的投入，需要长远的
规划。于是，家人商议成立一
个家族基金会。在丁氏兄弟的
建议下，从父母的名字中各取
一个字为基金会命名，丁和木
拿出了自己持有的全部安踏体
育股权，丁世家和丁世忠兄弟

俩也拿出现金共同筹集了 100
亿元。

2021 年 12 月，以丁和木、
林乌敏夫妇命名的和敏慈善基
金会宣告成立。从 100万元到
100亿元，丁和木谦称自己只不
过是在量力而行，“公司早期成
立时，只能捐 100万元，是公司
还小，起步不久，没赚什么
钱。现在我们有能力，我们就
去多做一些对民众有益的事
情。”

和敏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捐建医院。作为一家
资助型基金会，和敏基金会全
资捐献 20亿元，与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共同打造一所非营利
性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
院，也是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
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医院选址
在陈埭镇，和泉州市区隔江相
望。医院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
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 1000
张。医院建成后，将交给上海
六院福建医院运营。

如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简称“和
敏院区”）即将封顶，按照规划，
将于2026年上半年正式投入使
用。丁和木又操心起医院的人
才问题，“医院一定要一炮打
响！要让上海六院最好的医生
先过来，等医院运转起来后，再

慢慢培养。”说这话时，他收起
笑容，眼里有光，挥手有力，一
如三十年前那位雄心勃勃的创
业者，充满了使命感。

如今，和敏基金会成立三
年了。丁和木因为身体原因，
很少直接指导基金会的工作，

“基金会有他们这些高素质人
才在运作，我也比较放心。”他
指着一旁的和敏基金会秘书长
吕珍护，笑着说。

这并不代表着丁和木不关
注基金会的进展。每个月，吕
珍护都要搜集相关的新闻和信
息，然后跟老董事长约个时
间，汇报一下基金会的情况，细
细地讲最近做了什么事情，哪
些活动还需要老董事长的到场
和支持。

在吕珍护的眼里，老董事
长思维很开阔。丁和木经常看
两份报纸，《晋江经济报》和《参
考消息》，前者让他知晓身边
事，后者让他知晓国际大事，家
事国事天下事都尽在眼底和
心中。

如今，和敏基金会和安踏
集团形成了双平台的公益模
式，和敏基金会主要以泉州、晋
江为核心发力点，安踏集团的
公益则更多地放眼全国甚至世
界，双方互为补充，产生了联动
效应。

教育和医疗是丁和木最看重的两
大领域，“做公益，就是要让钱花在这
两个方向去。我们现在这两个方向好
像比较踏实，比较对路了。”

丁和木对教育的投入囊括了从幼
儿园到大学的各个阶段，甚至拓展到
特殊教育，而且不光是基础设施建设，
更是涵盖教育激励，关注学生们的全
面发展。2012 年，陈埭民族中学搬
迁，考虑到陈埭外来人口较多，晋江市
政府部门决定在旧址的基础上，建立
一所市直实验小学，也就是晋江市第
五实验小学（简称“晋江五小”）。

对于家门口的这所小学，丁和木
自然是十分关心，从一开始就参与了
学校的筹办，为学校捐赠了一块“书海
石”，竖立在校门口，寓意着“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2013年，
作为校董会首任董事长，丁和木向学
校捐赠了200万元，带动众多乡贤为学
校捐款1000万元。2015年，在丁和木
八十大寿时，他捐资800万元，建了一
栋和木楼，二楼是一个可以容纳460人
的学术报告厅，三楼是室内运动场。
这样一来，学校举办活动风雨无阻，甚
至承办了多场市级的大型活动。

徐建平是 2018年来到晋江五小
担任校长的。那时候，丁和木刚刚连
任校董会第二届董事长。因为对书法
的共同爱好，两人成为“墨友”，经常一
起切磋，同写一幅字。

在晋江五小，丁和木的墨宝随处
可见——校门上是丁老的题字，学校
接待室的墙上也有丁老书写的校训和
对孩子们的祝福：“做最好的自己。”

“他经常说教育是最大的积德行善，
一个孩子教好了，可以幸福一个家庭，这
样就可以和谐一方社会。所以，他总希
望我们老师们用爱跟责任去对待孩子
们。”徐建平说。丁和木一直强调，希望

孩子们成为懂得感恩的人，全面发展的
人，阳光向上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2019年起，丁和木每年捐款50
万元，在晋江五小设立丁和木教育基
金奖，专项用于对老师和学生的奖励，
语数英三科成绩在前 5%的学生都能
获得奖励。每年学校的表彰大会，丁
和木会亲自到场给老师和学生颁奖。

因为年事已高，现在丁和木较少
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校董会开会，他都
尽量参加；无论是六一儿童节还是少
先队建队活动，他也都欣然前往。“他
喜欢和孩子们聊天，乐意回答孩子们
提出的各种问题，甚至我们的小记者
还专门采访过他。”徐建平说。对于学
校的关注越多、了解越多，丁和木希望
能改善的就越多，从硬件的基础设施，
到软件的奖教激励，再到孩子们的体
育教育、梦想教育，他总是先找到一个
点，然后不断深挖需求，扎下善根，将
一件好事做好做透。做教育如此，做
其他慈善也是如此。

“单从教育来讲，在企业规模还不
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修建学堂、奖励
教育这些事情。现在企业做大了，他又
专门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愿意成规
模、成体系地做奖教奖学。”吕珍护说。

9月 10日一大早，丁和木丁世家
父子俩来到晋江五小，参加第40个教
师节表彰大会。在会上，丁世家代表
和敏基金会宣布 5年捐资 2000万元，
用于陈埭镇教育教学工作奖励。随
后，丁和木为陈埭镇的各中、小学代表
颁发了年度陈埭镇教育教学奖，奖金
从4.6万到92.2万元不等。

表彰大会很隆重，坐在主席台中
间的近90岁的老人家不免有些乏累，
但他依然坚持到为所有老师都颁完
奖，这才悄悄和丁世家耳语一番，在大
家的目送中离开会场。

小家大家

造福桑梓

慈善传家

深扎善根在吕珍护的眼里，老董

事长思维很开阔。丁和木经

常看两份报纸，《晋江经济

报》和《参考消息》，前者让

他知晓身边事，后者让他知

晓国际大事，家事国事天下

事都尽在眼底和心中。

“

”

和敏基金会定期回访受助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