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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很有针对性的实务管理书，他的特点是将那些每天发生在管理者身边的“
平凡琐事”、“日常烦恼”提炼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用作者自己的感悟与读者交流，提供解决之道
。
作者用自身数年来在工作中的见闻，以及在管理中的追寻和探索，写下了这难能可贵的80个管理心得
，这些心得都是从作者的工作中来，也必将指导着更多的管理者应用到工作中去。
全书摈弃了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枯燥乏味，文笔轻松活泼，尖锐深刻、简单易懂，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公
司管理类图书。

本书姐妹篇《给你一个公司，你能赚钱吗》火热上市，点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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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勇：1998年至2006年在日本留学。
并分别于2004年3月毕业于日本群马县高崎经济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科，取得经济学本科学位；于2006
年3月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商学研究科取得商学硕士学位。
2006年4月回国后，先在润滑油行业，食品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2007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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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闲人”与“忙人”
第二篇　“专才”与“全才”
第三篇　“管理型人才”与“业务型人才”
第四篇　伪“人才重视论”
第五篇　别拿自个当“省委书记”
第六篇　“这事儿我已经交代了”
第七篇　世上没有“长了腿”的政策
第八篇　“画句号”式管理与“画逗号”式管理
第九篇　“老东西”与“好东西”
第十篇　“一起教育”与“个别开药方”
第十一篇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第十二篇　“抓细节”与“找茬儿”
第十三篇　“钓鱼”与“捞鱼”
第十四篇　管理也有“速度”吗?
第十五篇　“平平淡淡才是真”
第十六篇　你要折腾!
第十七篇　“厕所干净”=多卖车?
第十八篇　“卫生”是“打扫”出来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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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别拿自个当“省委书记”民营企业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务实”。
任何一种形式的“官僚主义”都是荒谬可笑的。
都知道民营企业是以“做事”为本、“赚钱”为本的。
这个大前提决定了对于一介民营企业而言，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两个字：务实。
任何与“务实”无关的东西，都应该扬弃。
但在现实世界中，搞混了这一点的民营企业真是何其多也！
不知是小时候电视看得太多，还是从前“计划经济”时留下的“遗毒”太深，现在的很多民营企业的
管理者看上去几乎与“省委书记”无二，十分有“领导派头”，说话必打官腔，言必谈“开会”。
诚然，“开会”是在任何一种组织中落实“管理”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可或缺。
但如果事物仅仅停留在“会”开了没有，而不是“事儿”办了没有的程度的话，那么“会议”本身就
仅仅流于了形式，成了为“开会”而“开的会”，“开会”这件事儿就会成为一种在民营企业中极为
可笑的“官僚主义”的典型象征(尽管在事业机关中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但人家那是吃的“皇粮”，
有国家养着呢，而你是民企，你的“食儿”得自个儿“挣”，千万别搞错了角色)。
当然，也许每个人都幻想着自己拥有一个“梦幻般的团队”，做事儿刷刷刷，利索得不行——遇到问
题赶紧开会，会开完了弟兄们立马儿行动，齐心协力，三下五除二就把事儿漂亮地办了，根本不需要
你操心——多爽！
这种执行力不是盖的！
问题是，你是否拥有这样的“梦之队”？
恐怕绝大部分时候让你郁闷甚至痛苦的事儿是——甭管你开了多少会，基本上说的都是“重复”的话
，讲的都是“重复”的事儿——意味着你的“会”开得极没效率，开了也等于白开，因为什么事儿都
没解决，什么事儿都没办成。
也就是说，你这就叫为了“开会”而“开的会”，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官僚主义”——甭管事
儿干没干成，反正“会”我开了，“事儿”我布置了(意味着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没干成是“
他们”的事儿，和“我”无关。
现在问题来了，你虽说可以这么理解这件事儿，但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你毕竟不是“国家队”，有
国家养着，你是民企，得“自食其力”，如果企业垮了，你也就没饭吃了。
没人给你“包底儿”，你的“底儿”得自个儿“包”。
事情就这么简单。
归根结底，“开会”是为了“解决”事儿，“解决”不了任何“事儿”的会不如不开，或至少应该少
开。
那不开会的话，怎么解决问题呢？
很简单，有些事儿“一对一”地做效果更好，且更结实。
因为“开会”，说白了就是“把大伙儿招到一起商量一件事儿”。
这种形式重不重要？
实话实说，重要。
但走了形式主义的话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很多事儿可以不用“把大伙儿招到一起商量”的话尽量不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就等于给了很多人“滥竽充数”的机会——表面上也事儿事儿地往笔记本上记
录着什么，实际上脑子里根本就什么都没听进去。
所以，很多时候，与其“大家伙儿一块儿说”，不如“一对一”地说来得“实在”。
这样做表面上看似乎效率不高，但“结果”却很结实也很真实，一点一点地积累这种真实而结实的结
果，最终你会收到你想要的成效。
总比你开了一万多个会，事情还在原地儿“纹丝未动”强得多。
“开会”就好比“一刀切”的办法，表面上看是你想来个“一举搞定”的“大动作”，而实际上其效
果往往就像一块玻璃一样，易碎而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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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它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也往往不具备“可持续性”，就是说成果很“脆弱”，不
“结实”。
而“一对一”、“人盯人”的方法就好比“挖墙脚、掺沙子”的“游击战法”，灵活机动。
虽说每次的成果都极为“微小”，但却很“结实”、也很“真实”，这样的“微小成果”一点一滴地
累积起来的话，你最终会拥有一棵真正的“参天大树”的。
这就是经典的“积小胜为大胜”的道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别总和自己较劲儿，老想做“大事儿”，“一口吃个大胖子”。
实际上我们都是“凡人”，都习惯于做“小事儿”。
但你要相信，一百件小事儿总能凑成一件“大事儿”的。
做你习惯而擅长做的事儿吧，别总是异想天开，当自个儿是个“省委书记”。
2、“理想”是可以让人充满激情的现在的人们拥有“理想”的年龄，是“五岁以前”和“三十五岁
以后”。
而最应该拥有“理想”的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却往往表现得过于“看破红尘”了。
这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悲哀。
“理想”这个词，现在似乎已经不太流行了。
甚至说得严重一点，这个曾经是那么美好的字眼现今却具有了某种莫名的“讽刺”意味——如今这年
头，还能满口“理想”，“自个儿骗自个儿”的人，实在是有些怪异，甚至是“变态”。
但是，没有“理想”的日子里，大家真的很快乐吗？
失去精神支柱与人生追求的人们，你们真的过得好吗？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理想”迅速贬值的今天，对于这两个问题能够给出肯定答复的人，也在迅速
变少——在没有“理想”的日子里，大家其实过得并不快乐。
就算我有些偏激，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人生真正“有理想”的年龄是5岁以前和35岁以后。
就是说，最需要靠理想来点燃生命之火，提供拼搏动力的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恰恰是理想最为缺
失的一群人。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
5岁以前的小朋友无论说出什么理想，哪怕他说出“将来要当美国总统”，“当爱因斯坦、爱迪生”
，也不会有哪个大人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怒斥他“白日做梦”！
——没有哪个成年人不会重视和珍惜儿童的梦想，忍心刺破儿童的“梦想气球”。
这是人类的本能。
同时，我发现，35岁以后的成年人由于人生的成熟(因为年届不惑)，反而倒容易重拾儿时的梦想，变
得充满激情与干劲。
而且，由于这时的理想已不再有儿时的那份稚嫩与不切实际，所以往往能够为这一年龄段的人们提供
强大的动力与激情，从而造就这些人在人生的“收获季节”最终获取梦寐以求的，宝贵的“成功”。
但是，偏偏在20郎当岁的年轻人当中，要是还有谁大谈什么“梦想”、“理想”之类的话题，那就无
疑和“幼稚”、“天真”同义，只能遭到同伴的嘲笑了。
因此，我们会惊异地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都不敢(或不屑)谈“理想”这样的字眼，似乎这样做就
意味着“怪异”，就会在同伴中抬不起头来。
所以，越是20郎当岁，“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就越愿意摆(装)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成熟相”与
“臭架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合群”，才显得够酷，够帅一样。
在他们的嘴里，你很少能听到“真棒”、“太好了”之类激动人心的字眼，你只能听到诸如“还行”
、“凑合”、“一般吧”之类敷衍与不屑之词，似乎这个世界上已经少有能让他们真正砰然心动的东
西了。
如果你跟他们很真诚地谈起某个大人物所作的善事，他们会不屑一顾地立马给你举出一大堆这个人做
过的“见不得人”的八卦新闻；如果你跟他们说某家企业管理得很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十个
这家企业的“幕后丑事”；如果你在他们面前真诚地称赞某个政府部门的效率高，他们也会瞬间发出
嗤之以鼻的不屑之音，“神乎其神”地向你“揭发”这些部门背后肮脏的“潜规则”⋯⋯。
总之，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信仰的东西，没有美好，只有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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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他们以自己区区20余年的人生履历，已经饱经了人间的沧桑，早就看破了红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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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您想看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书，请别碰它，因为它会让您失望。
如果您想看一本颠覆传统、真正接地气的管理书，请拥抱它，因为它会带给您惊喜！
听说读过这本书第一季的读者反应都很极端：或者扔掉它。
或者珍藏它。
其实，管理就是“过日子”，没那么多深不可测的大道理可讲。
在平淡的日子中，人有的时候就会麻木，往往会对平凡的生活赋予我们的灵感与智慧视而不见。
这本书，就是帮您寻找与捕捉这些灵感与智慧的一个工具。
但是。
读这本书时。
您没有必要刻意惦记着能够获得点什么。
您只管让自己沉浸于轻松的阅读体验中就可以。
我向您保证，当您最终掩卷时，您会获得它们，而且一个也跑不了。
　　——南勇看过很多管理类书籍，无外乎开篇讲道理，再拿很多例子来论证前面的道理。
大道理你我都懂，但很难和自己产生共鸣，读很多书但总感觉是在读一本书。
这本书很不同，看完之后觉得很长知识，即使将来不做管理层，对于职场大多数人来说都很受用！
　　——读者评本书第一季道出了私营企业管理的各种规律。
作者有超强的实战经历，所言非虚，字字珠玑。
　　——温州读者评本书第一季很久没有看关于团队管理方面的书了，自从拿到书后，就深深地被作
者朴实无华的词句吸引了。
这本书不做作，来得很实际！
决定再买几本，送给公司的其他几位中层领导。
　　——读者评本书第一季看过不少管理书，总觉得外国的更客观和实际，没想到这本中国人写的书
却如此实用和入理，对我非常有用。
强烈推荐给从事团队经营管理业务的同仁，一定能让你领略中国本土管理的精髓，更真实地感受中国
式经营管理的方法。
好书！
　　——读者评本书第一季书中有一个理念一直贯穿始终，用我的话讲就是“小步决跑”，用作者的
话讲就是积小胜为大胜，积小便宜为大便宜。
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对于好大喜功的我们，算是力挽狂澜了。
这本书对我的改变是现实的，现在我正在学着如何把一个好的想法，通过潜移默化、逐步渗透的方法
得以实现。
几十块钱买来一个这样的变化，绝对超值。
　　——北京读者评本书第一季可读性很强、很有针对性的实务管理书，他的特点是将那些每天发生
在管理者身边的“平凡琐事”“日常烦恼”提炼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用作者自己的感悟与读者交流
，提供解决之道。
　　——长沙读者评本书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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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给你一个公司,看你怎么管(第2季)(套装共2册)》：中层经理晋级首选图书，基层主管和全员充电最
佳教材！
彻底打破传统管理书的局限，好看，耐看，边看边拍大腿。
500强资深行政总监，卓越管理者分享的88个管理心得。
老板喜欢下属接受的管理方法，帮你培养老板的视野、思维和手段！
“管理”与“业务”本是两码事——“业务”好的人未必懂“管理”，“管理”好的人也未必精“业
务”，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两个概念却被极大地混淆了。
任何一种制度与政策都不可能“只要被制定出来就会自己保证自己的执行”。
所以，只负责把政策“制定”出来就“万事大吉”不是管理者尽职尽责的表现。
只有推进“执行”才是“硬道理”。
把握好与员工之间的“距离感”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可不是件小事儿——太贴心就会“添乱”，太不
贴心就会“出局”。
对于公司而言，任何与“金钱”有关的激励手段都是一把“双刀剑”：既可伤人，亦可害己.、所以一
定要慎之又慎。
管理也是有速度的，这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快速地执行”，即执行力的“速度”问题；一
个是管理“创新”的速度问题，即只要某种制度或管理方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老化”，就要毫不犹
豫地立立予以创新，绝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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