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这件事，正在让李艳娟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李艳娟原本是不会写文章的，又或者说，她根本没精力去做这件事。她没读过高中，平日里也很少出镇子，

在把喃喃自语落在儿子用过的旧本子上之前，她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双手再麻利些——她在邻村服装厂上

班，给文化衫缝衣袖，一件挣两毛钱。

为邻里关系加点糖为邻里关系加点糖
知 言

上个星期，一件暖心小事在我
住的单元楼里温情上演。

那天下班回家，突然发现单
元门上贴了一对“喜”字。一进
家门，还没来得及问是谁家要结
婚，两岁的儿子就提着一兜糖果
跑过来与我分享。母亲解释道：

“住在 701 的邻居明天办喜事。这
不，前脚贴上喜字，后脚就送来
了喜糖，还挺周到……”

说实话，我对这户邻居印象
并不深，只记得他家好像是今年
年初才搬过来的。虽然平日里经

常进进出出，但见面的机会并不
多。所以，对这兜喜糖，心里更
多的是惊喜。

吃完饭下楼遛弯儿，一开电梯
门，突然发现轿厢墙上竟也挂上了
一兜糖果，还附了一封手写信：

“吾家有喜，多有打扰。邻里亲
朋，敬请关照。喜糖一兜，与您分
享。”

其实，如果故事就此结束，还
不至于拨动心里的那根弦。让我感
到温暖的是，遛了一圈回来，发现
在这封信的旁边又多了一封信：

“喜糖很甜，也祝您新婚更甜！”而
且不仅如此，那天晚上，在单元微
信群里，收到喜糖的邻居们不仅纷
纷发来了像“新婚快乐”“百年好
合”“白头偕老”这样的祝福语，
也热情地询问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帮
忙。

一时间，新婚的喜悦从一户人
家传递到了整个单元，仿佛大家成
了一家人，都在为着同一件事出谋
划策、出人出力。

我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在那
个晚上，我真的体会到了这句话的

珍贵之处。
一回生，两回熟，好关系是处

出来的。相信从这件事之后，单元
楼邻里之间的关系会更进一层——
有困难就热心帮忙，有纠纷就耐心
调解，矛盾早早消化，困难及时解
决……

为邻里关系加点糖，暖意就会
在彼此之间一直流淌。

创业没有终点创业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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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台上有个文学梦缝纫台上有个文学梦缝纫台上有个文学梦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平时平时，，只有吃完只有吃完
晚饭晚饭、、刷完锅刷完锅，，李艳娟李艳娟
才有时间写上两段话才有时间写上两段话
或读上两页书或读上两页书。。

◀◀李艳娟在儿子李艳娟在儿子
用过的旧本子上记录用过的旧本子上记录
生活生活。。

▶▶李艳娟李艳娟（（右右））和和
母亲一起学习写文章母亲一起学习写文章。。

从游商小贩到企业

老总，创业十余载，王健

见过凌晨四五点钟的太

阳，也经历过无数次的

挫折与失败。

一路艰辛，一路成

长，如今的王健事业有

成，但他依然觉得——

张智超 李志杰 周如凤

日前，新华区文旅局、新华区图书馆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名家（文化干细
胞）培育工程，开展“传承非遗文化·阅享精彩童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

图为孩子们在学习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面塑技艺。 赵宝梅 李 博 摄

一条道走到黑

35岁的王健出生在南皮县的一个普
通农村家庭。10多年里，他白手起家，
从一个沿街叫卖的游商小贩，到成为拥
有两家化肥生产企业的老总，产品远销
多个国家……

和大多数在农村长大的人一样，王
健从小就对土地有着特殊而又复杂的情
感。“土地是庄稼人生活的保障，但要想
有更好的生活，就必须有所改变。”看着
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半辈子，创
业的种子很早就种在了王健心里。

但对于彼时的王健来说，创业几乎
是天方夜谭。他从小在农村长大，没有
广阔的视野，也没有丰富的人脉，更没
有人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创业。

“创业不是埋头乱闯，得先从自己熟
悉的事情做起。”王健把视线投向了土
地，“甭管是谁，过日子都离不开粮食，
而要想获得丰收，上好的种子肥料必不
可少。”

就这样，凭借着一膀子力气和肯于
吃苦的劲头，王健成了一名销售化肥的
游商小贩。他骑着三轮车到几十公里外
的地方进货，然后再去十里八村售卖，
进货送货、当街叫卖、介绍产品、人际
交往……他在摸爬滚打中不断锤炼，慢
慢成长。

有一次，他到邻县进货，路不好
走，车抛了锚。他推着车沿路找人修
理，可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饭点
儿，他路过饭店却不敢进，生怕身上的
钱不够，吃了饭就不够修车、进货。屋
漏偏逢连阴雨，手机又在这时没了电，
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没别的办法了，只
能一条道走下去。”就这样，直到次日凌
晨1点多，王健才回到家，“真是又累又
饿。”

家里人心疼他，都劝他不要一条道
走到黑，可王健却坚定地说：“再难我也
要干出个样儿来！”

在挫折中前行

勤劳能干，诚实守信，再加上销售
的农资物美价廉，王健的事业渐渐走上
了快车道——22岁时，他来到南皮县城
做起了化肥批发生意，两年后，又有了
生产化肥的打算。

当时，王健拿出40多万元，又贷款
70万元，在南皮租了一间厂房。他引进
设备、招兵买马，第二年，工厂就投入
了生产。

创业艰辛，起步最难。
大部分时间里，王健都在各地奔波，

有艰辛、有压力，想家的时候，就看看父
母和妻儿的照片，打个电话报平安。

可是商场如战场，光凭努力保证不
了创业成功。由于市场竞争大，再加上
企业产品单一，王健的产品出现大量积
压，企业资金周转不开，最终赔了一大

笔钱。
“创业之初有多大雄心壮志，当时就

有多么垂头丧气。”王健不知道自己该坚
持还是放弃。

他回忆这些年走过的路、吃过的
苦，“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来。”

他厘清思路，从失败中找经验，“企
业要发展，就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
品种类，提升产品竞争力。”

2013年，王健多方筹集资金，投资
300多万元引进先进设备，将产品品种
增加到十几种。

终于，王健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产
品供不应求，企业越做越大。“想想吃过
的苦，经历得越多，对这份事业的感情
也就越深。”王健说。

迎接新的挑战

从游商小贩到企业老总，创业十余
载，王健见过凌晨四五点钟的太阳，也
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败。一路艰
辛，一路成长，如今的王健事业有成，
但他依然觉得创业没有终点，时刻准备
迎接新的挑战。

2020年，为带领企业再上新台阶，
王健来到渤海新区黄骅市港城产业园
区，“这里交通便利，不仅能节省大量物
流成本，还方便拓宽国际市场。”对于未
来，他信心满满。

安装了先进的环保设备，引进了高
效的生产线，他在这里投资建设的两家
公司先后投产，产品出口巴西、阿根

廷、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供不
应求。

一双洞察市场的慧眼，一股永不服
输的韧劲，一颗坚守品质的初心……经
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王健的成功不是偶
然。

曾有人问他，一路走来，最想感谢
的是谁？

王健的回答出乎人们意料，他最想
感谢的是挫折和失败。“每个人都希望万
事顺遂，但在创业这条路上，很难一切
顺利，尤其是在初期。创业没有终点，
一路迎接挑战，一路披荆斩棘，只有
这样才能收获更强大的自己。”王健说。

50岁的李艳娟时常在想，这些
年最值得庆幸的事，也许就是 5年
前不小心崴了脚。

那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肃宁县肃宁镇东泽城村，在 45

岁之前，李艳娟的生活枯燥而又孤
寂。她和千千万万朴实的农村妇女
一样，把所有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
家人身上，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平
淡无奇。

5年前，因为崴脚需要卧床休
息，她开始尝试着把喃喃自语落在
儿子用过的旧本子上。

在四五十岁的年纪，写作成了
李艳娟少有的“为自己而做的事”，

“我知道自己成不了作家，以前一门
心思打工挣钱，现在能写点儿东西
了，心里敞亮了，日子也不那么单
调了。”李艳娟说。

执起生活的笔

李艳娟原本是不会写文章的，
又或者说，她根本没精力去做这件
事。

她没读过高中，平日里也很少
出镇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
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双手再麻利
些——她在邻村服装厂上班，给文
化衫缝袖子，一件衣服挣两毛钱。

平淡的日子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改变。

5 年前，李艳娟不小心崴了
脚，不得不卧床休息，这让她有
了难得的空闲时间。其间，她看
到当地媒体策划的“写一封信”
征稿活动，参与者都是和自己一
样的农村妇女。“反正闲着也是闲
着”，这是李艳娟初中毕业后，除
了签字领工资之外第一次拿起笔。

意料之中的，李艳娟一遍遍修
改的信并没被刊登。不过她没有失
望，“从没写过文章，发表不了是正
常的。”但难得的是，这次投稿经历
如同一颗石子，在李艳娟心里激起
了层层涟漪——从此，她执起了生
活的笔。

李艳娟平日里留给写作的时间
并不多。她有两个儿子。老大 27
岁，到了成家的年纪；老二今年高
考，学费还得再攒一些。家里用钱
的地方多，她每天加班加点干活，
早晨 6点半就走，晚上 8点多才回。
一年到头，服装厂不放假，她舍不
得休息，从来都是吃完晚饭、刷完
锅，才有时间写上两段话或读上两
页书。

李艳娟更舍不得花钱去培养爱
好。家里没有电脑，也舍不得花钱
买新本子，她就把儿子用过的旧本
子翻出来，正面是儿子写的作业，
背面是她用心记录的生活。

初稿、二稿、三稿……一篇不
足千字的文章，她少说也得鼓捣三
四个晚上，直至修改到心满意足，
再工工整整地誊写到一个相对新一
些的旧本子上。

记录平凡日子

李艳娟喜欢文学，每天晚上忙
完所有活儿，能在客厅茶几上写两
段心里话，是她最享受的时刻。她
的朋友圈里，转发的全是喜欢的文
章，可她又时常羞于向别人提及自
己的文学梦，也许是出于农家妇女
的质朴与内敛，总说自己“就是胡
乱写几句，离文学远着呢！”

但不管怎样，因为文学，她觉
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光亮。

她写生活，写家人……心中有
爱，眼里有光，每一个普通的日
子，在她笔下都是美好的。

对别人来说，缝纫工的工作枯
燥且辛苦，工资更算不上高，但李
艳娟不这么认为。她写《我是快乐
的缝纫工》，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抒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最初开始学
蹬缝纫机，到后来能保质保量完成
任务，每一天我都尽最大的努力，
拼命地学，拼命地干。虽然很累，
可心里不觉得苦，时常美滋滋地盘
算着这个月能挣多少钱，下个月能
有多少收获，等到发工资的那一
天，心里乐开了花……”

慢慢地，李艳娟的作品开始刊

登在报刊上。
第一笔稿费是30元钱，她比领

到 3000元工资还要开心。“怎么花
才能让这 30块钱更有意义呢？”她
想了又想，买了一堆零食，带到厂
里跟工友们一起分享。

第二笔稿费是 100元钱，钱直
接转到了微信上。她想着让母亲也
跟着高兴高兴，便专门跑到临街商
店，特意换成一张崭新的钞票。“俺
娘从不要俺的钱，但这 100块钱不
一样，这不是一般的钱，是俺的稿
费！”在李艳娟心里，这两笔稿费虽
然不多，但格外珍贵。

被文字改变着

写作虽然没有改变李艳娟的生
活境遇，却改变了李艳娟。

“内心更强大了吧，从内心认可
自己。”李艳娟说，“原来就是每天
为了生活到处奔波的普通人，现在
忽然就有了更高的追求。”

她写梦想和追求，于是有了这
篇 《我想有个书房》，“不用太宽
绰，却一定要明亮……等到空闲的
时候，去旧货市场转转，挑选一个
漂亮的书柜，把我陪嫁的那两把红
椅也搬进去……轻轻地打开书柜的

门，把我的书摆放整齐……我有这
么多的书，我很富有，我很充实，
我很满足，我很快乐……”

李艳娟的“藏书”很特别，有
注音版的《水浒传》，也有《中学生
优秀作文》 ……家里人口多花销
大，她舍不得给自己买书，所以，
儿子以前用过的课外读物就成了她
的珍藏。每一本她都看了一遍又一
遍，每一本都干干净净的，一个折
角也没有。

3年前，曾采访过李艳娟的一
位记者给她寄来了一大包书，都是
她舍不得买的文学读物。她倍加珍
惜，特意把大衣柜腾出 4个格来当
书橱。

没事的时候，李艳娟会把写好
的文章念给丈夫听。每次读完，她
都要问一问写得怎么样。后来拿到
了稿费，李艳娟又问丈夫：“咋
样？”丈夫也高兴，笑着说：“你还
真成作家啦！”

其实，李艳娟从没奢望过要
靠写作改变命运。“我知道自己成
不了作家。读书写作有什么用？
不过是让自己心里敞亮一点，让
简单的日子有点滋味。”李艳娟
说，“袖子该缝还得缝，但在文字
中找到的快乐，却是生活中特别
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