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女儿叫张琳琳，毕业于安徽大学，曾入职令人
羡慕的事业单位。可 2008 年 8 月，她突然辞去原本
的“铁饭碗”，在淘宝上开了一个叫“羚羊早安”的围
巾专卖店，开始做网店经营。

知道女儿决定辞职创业时，我确实有过顾虑。
我觉得女孩子有个稳定舒适的工作就够了,而创业
不仅难度大，而且不稳定因素多，让我很担心。但出
于对女儿的信任，我最终选择支持她。

琳琳爸爸年轻时曾担任单位的领导，知道搞企
业的艰辛，不希望琳琳太累。其实，我想到女儿要创
业，心里也特别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人各有志，既然
年轻人喜欢创业，那我们就要支持她。而且我相信，
以她的能力一定能把企业办好。就算真的创业失败
了，我们老两口也会做她的后盾，支持她。

闲暇时，我经常收集女儿的采访或颁奖视频来
看。琳琳创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很少
对家里人说创业的苦与累。有次看她的报道，说她
第一次进货就栽了跟头，价值 5000 元钱的服装货
不对版，卖不出去。看过之后，我特别心疼，我娃做
的事不容易。作为父母来说，我们并不要求她的事
业要做多大，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
好。 （白海星 汪韵整理）

我是陶新宇的舅舅。2005 年底，新宇从
海南三亚回家来看我，说他要承包 100 亩土
地搞种植，我还以为他开玩笑而已。因为我
知道他在三亚一家国际机场上班，三亚又是
一个很漂亮的旅游城市，我不相信他真的会
回家种地。

可是过了 2006年春节，我忽然接到他的
电话，问我在家忙不忙，可不可以去他的芦荟
基地帮忙。这时候我才知道，这小子还真说
服了家人，承包了 88 亩地，种上了他从海南
引进的芦荟。于是第二天，我便去了他位于

西渡咸水村的芦荟基地。
一到基地我还真吓了一跳！只见基地的

88 亩地里全用竹片搭起了一个个棚子，上面
盖着膜。新宇本人卷着裤腿在棚子里种芦
荟，一身泥一身汗。那模样完完全全就是个
农村小伙，与他刚回来时西装革履的形象判
若两人。

他看见我来了，连忙从大棚出来，把我拉
到了他在农民家租的宿舍里，给我安排了具
体的工作——带领附近的村民干活，月工资
600元。

工资虽不高，但我理解新宇初创业的辛
苦，也乐于给这个小伙子出把力。伴着我们
的汗水，芦荟一天天长大⋯⋯可是天公不作
美，2006 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狂风暴雨突
然袭来，我们在宿舍全被惊醒了。大家紧张
地冲到阳台上张望，只见一片茫茫雨幕，耳边
只传来大棚薄膜哗啦啦的声音、竹片被折断
的脆响⋯⋯我们估计大棚八成是被整个掀起
来，心里都揪得慌。新宇忽然像着了魔似的，
衣服都没披就要冲出去。那么大的风，多危
险啊！我们急着去追他，最后在一楼的空地
里硬把他拦住，拽回了宿舍。那一夜，我不知
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凌晨 5 点，风雨刚刚小
点了，他第一个就冲下了楼。果然，大棚的竹
片和薄膜，一根根，一片片，随风飘摇，已经没
有一个棚子是完整的。芦荟田里全部浸满了
水，新长的芦荟七零八落，肯定是没救了。新
宇东挪西借凑来的 8万块钱要打水漂了。

芦荟最终被水淹死了一半。眼看要到冬
天了，大棚全垮了，再新建要好几万块，剩下
的一半芦荟怎么越冬？帮忙干活的农民还有
几个月工资没发，土地租金也马上要交了，怎

么办？我也很替他担心。
有一天我看他心情好点，就跟他谈心。

我说，“新宇啊，舅舅是过来人，在田里干了大
半辈子了，还真没看到有哪个人从土地挖出
金子来。我家里还有 5000 块钱，你拿先去，
把工人的工资、土地租金还一部分，剩下的打
个欠条，你还是回机场上班去吧⋯⋯”新宇没
说话，站起来默默地出去了。看着他的身影，
我有种说不出的心酸，眼泪都流出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出去借钱了。他找
了好几家银行，因为没有抵押物，没有哪一家
愿意给他贷款。他为了搞这个芦荟基地，已
经向亲戚朋友借了钱，现在再也开不了口。
但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找到在城里的两个
叔叔，求着两位叔叔把房产证借给他用。最
后他在过年那一天拿到了信用社的 12 万元
贷款，勉强渡过了难关。

第二年，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在他那里
帮忙了，真不知这小伙子独自吃了多少苦。
后来听说芦荟终于长大可以上市了，他又为
打开销路费了很多力、亏了不少钱、受了很多
苦⋯⋯不过最终，他还是把芦荟做成了几个
大型超市的畅销品。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成立的
公司现在是衡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他
本人还荣获“湖南省优秀农民工”、“衡阳五四
青年奖章”。我真是又惊又喜！是新宇让我
改变了对农业、农村的看法；也是新宇让我改
变了对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看法。农村是一片
广阔的土地，农业特别是现代农业是一个富
有潜力，同样也能挖出金子的行业。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愿小伙子取得更大的成功！

（蒋素娟 刘麟整理）

我是盛捷的母亲。儿子在大学期间专业是多媒
体设计，大三的时候还到韩国去学习了半年。毕业
设计，盛捷做了跟电子互动漫画相关的作品。

2013 年毕业后，儿子到一家网络广告公司工
作，但他还是想创业。看到他的坚持，我也支持他，
并没有要求他必须上好班。年轻人有想法就应该去
尝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2013 年年底，盛捷开始着手开发自己的“漫画
平台”项目。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听到他在打
电话，想和一些漫画公司合作，把他们的热门漫画放
到自己的平台上重新整合。他还去广东、北京等几
个城市和对方谈合作。在项目初期，他一直是一个
人在奋斗，想必也吃了不少苦头，可我从来没有听到
他说要放弃之类的话。

在创业资金方面，我也没有过多地插手。他通
过自己的努力，申请到了一笔创业基金。

目前他的产品还没有上线。这将近 1 年的时
间，他遇到过非常不靠谱的合作伙伴，关于产品开发
也有过很多纠结，但是他始终在坚持。我相信，始终
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一直不断努力的儿子，终会有成
功的一天！ （本报记者 沈则瑾整理）

我的儿子叫范金龙，1988 年出生。毕业后，他
找了两个工作都不错，可干了没多久，他就急着要辞
职自己创业。

对他自己创业，我们家长的思想斗争很激烈。
我问金龙，你自己创业有可能比现在还成功，但更可
能失败，你是不是非要走这一步？但孩子很坚决，最
终我们拗不过他，就答应了。一开始说给他 20 万元
的注册资金，他说不够，需要 50 万元，我们就找亲戚
朋友借，把他奶奶的 20万元都用上了。

2013 年，金龙注册了青岛鸿能流体设备有限公
司，销售热交换器。干了 10 个月，一算账，还亏 15
万元。当时，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行就卖掉房
子还债，一定要以最大的能力，给他最大的空间。

金龙在购买热交换器的一些阀门时，发现一种
用在中央空调上的控制阀门是个商机。他找到阀门
的中国代理商，申请代理这个产品。对方来考察了
金龙的公司，也被他的热情打动，最终同意金龙代理
他们的产品。

但又一个难题来了，还需要 50 万元资金。怎么
办？家里是真没钱了。我咬咬牙，用房子做抵押，到
银行贷了 50万元。我想用实际行动鼓励他走下去。

代理权拿下来后，金龙开始早出晚归地跑建筑
工地，看到正在建设的商务楼就去和人家谈。几个
月下来，他做成了 3 个比较大的项目。去年，公司营
业额达到了 270万元，亏损的 15万元也赚回来了。

到这个时候，我仍然担心。我告诫他说，可不能
骄傲自满。不进则退，所以，千万不能放松啊。

（本报记者 刘成整理）

我的儿子叫宋炜，现在在深圳大学读书，
但他已是深圳市擎基学习设计有限公司的
CEO 了。儿子从小到大都喜欢学习，喜欢学
校，他现在创业干的事儿也跟教学有关。能
把从小喜欢做的事变成职业，这也应该是他
创业成功的原因之一。

孩子去创业，起先我也担心，毕竟创业有
风险。当时家里想让他考公务员，他不想考；
让他在许昌老家找个事业单位，他也不愿
意。大学毕业那年，他就去了深圳，第一份工
作干了 3个月就辞职，跟几个人合伙单干了。

万事开头难，这话不假。宋炜第一次创
业吃了很多苦。当时正逢家境变故，孩子他
爸做生意失败，我们全部积蓄赔进去不说，还
高额举债，根本拿不出钱支持他。起先他也
没告诉我们辞职创业的事，每次打电话，他都
说“挺好”。公司发展不好的时候，他也是报
喜不报忧。

创业半年后，隔两三个月，他就会打电话
要生活费。几次之后，我不放心，决定到深圳
去看一看，一看才发现他过得很不好。我劝
他回老家，宋炜不愿意。他说，“妈妈，我不回

去。在哪里跌倒我就要在哪里爬起来，我一
定会成功。”

当时孩子状态不好，我也不敢提失败的
事，只能鼓励他，“宋炜，你要真想创业，我支
持你。但是你要想清楚到底做什么，怎么
做。”我在深圳陪了他 3 个月，准备回许昌时，
宋炜已经决定考研了。

在深圳大学读研二时，宋炜第二次创业，
做教学设计。具体做什么我也听不懂，但这
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总是好消息：妈，我要出
差去谈项目；妈，我们又签了一单；妈，我准备
跟合伙人讨论下一个项目的实施计划⋯⋯

2013 年，我接到宋炜电话，从声音就听
出来他特别兴奋，“妈，我们拿下一个大项目，
一单 40 多万元。”我儿子终于有大订单了！
听着他兴奋的声音，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这之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又来报喜电话
了。报喜电话频繁了，他爸心里又犯疑了：老
是报喜不报忧，不会是一个订单被他拿来说
好几回吧？于是我们又去深圳“实地考察”。
他爸跟宋炜谈了好几次，谈得深入了，慢慢
地，他爸也听懂了儿子的未来规划。

这次“考察”完离开深圳时，我们心里踏
实了。他爸说，“孩子做的事，我虽然不太懂，
但我感觉他做得不错！”

如今，宋炜在深圳已经有家有业，“创业、
自立”的理想实现了，又做着自己喜欢做的
事，开开心心、平平稳稳，在我看来已经创业
成功了。

对于年轻人选择就业还是创业，我觉得
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孩子想做自己喜欢的
事，当父母的拦也拦不住，“牛不喝水强按
头”，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做家长的要把利害
关系告诉他，把老年人的经验告诉他，但不能
把大人的想法强加到孩子头上。如果强迫他
们，就算最终听了，那他们内心也不会接受。

社会在变，做家长的要跟着形势发展，跟
着孩子转变。对孩子创业，能支持他到什么
程度就支持，真支持不了就让他受点苦，自己
努力，成功得到喜悦，失败得到教训。我是这
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陪着儿子一路走过
来，他创业成功了，我真的特别替他高兴，我
也为自己当初选择支持他而高兴。

（本报记者 杨阳腾整理）

我们老家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流泽镇盛
产玉竹。年轻时，我做过玉竹片，还学着研发
过玉竹糖，前后经历过不少波折，这让我深知
创业的艰辛。

2009 年，24 岁的儿子即将毕业，全家人
都希望他报考公务员。可他一口回绝，还坚
定地告诉我，“我一定要自己创业！”

看着小家伙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下如此
大决心。我说，好，支持！不过得约法三章：
首先，你的根在农村，如今你长大了，希望你
能为农村做点事；其次，我给你一个方向，那
就是将玉竹做成饮料；最后，这种饮料的特点
是无添加剂，符合大众口味。三点一出，儿子
没有犹豫，立即着手行动。他只身带着玉竹
前往北京，和专家教授在实验室一待就是 10
余天，最终开发出一款玉竹饮料。我不清楚
中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当他将成功的
第一步告诉我时，我很激动。儿子完成了我
多年的夙愿，成功通过了我对他的考验！

2010 年 6 月，儿子成立了湖南坤乾食品
有限公司，将主打产品玉竹饮料取名为“一品

东方”。我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他作本钱，放
手让他去经营：这以后就是你自己的事业，你
自己作决定，自己要学会负责，老爸相信你！

还记得公司引进第一台设备时，他在与
设备厂商签合同时突然打电话给我，“爸，我
心里没底，这台机器 300 多万元啊，我一签
字，钱就没了。”在我的鼓励下，他签下了他人
生中第一份生意合同。

“大胆放手去做，爸爸始终相信你。”不管
他成功与否，我自始至终都是这句话，父母的
鼓励和信任是孩子创业路上巨大的动力。其
实，我一直在他的身后默默看着，遇到困难我
比他急，获得成功我替他开心。看似我放手
不管，其实我却一刻也不敢离开。

2011 年，我和他在家乡摘杨梅。看到散
落的杨梅烂了一地，儿子直替农民惋惜。“能
不能把它们做成杨梅汁？”他此时的脑子确实
比以前灵活多了，我心里窃喜。有了之前的
研发团队和技术，杨梅汁的研发也就水到渠
成了。如今，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儿子不仅解决了许多农村待业青年的就

业问题，也帮助周边许多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有时，儿子也会和我抱怨辛苦，我会采取

借助“东风”的方式鼓励他。所谓的“东风”就
是家乡的一些成功企业家。在一次老乡聚会
上，我的朋友就直白地教导我儿子说，“如果
你仅仅想赚钱，那你直接让你父亲给你几百
万元拿去做简单的投资；如果你是想回馈社
会，那你就辛苦 5 至 10 年，放手干一番事
业。”我想这句话在他心里起着很大的作用。

创业要摒弃眼高手低、急于求成，做人要
诚信，待人要宽厚，所幸儿子都做得不错，这
是他取得成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农村
扎根创业，他自始至终没有埋怨过，如今他的
公司正是设在自己村里。我欣赏他，可当面
从不表扬他，背后却常常和别人自豪地说起
他。不希望他骄傲，这可能是做父母的心态。

如今，儿子的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公司也
走上正轨，可我还是会时刻提醒他要心态平
和，待人如初。再过 5 年，等到 60 岁我就正
式退居二线，还做那个相信他的父亲。

（刘小幸 刘麟整理）

相信孩子的选择

给孩子最大的支持

编者按 在每个大学生的创业路上，

总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总有一双

手在背后时刻准备支撑——那就是学生家

长。本报邀请了部分创业大学生家长，讲

述他们支持孩子创业的故事，以飨读者。

陪儿子经历创业失败，又看着他东山再起的俎孝芳——

尊重孩子的选择，尽量支持他创业

拿出积蓄给儿子做本钱的邓乔林——

让他放手去做，我始终相信他

抵押房子贷款帮儿子筹

代理费的张丽玲——

以最大能力给他最大空间

帮外甥干活、只拿600元月工资的庾江喜——

理解他的辛苦，乐于给他出力

悄悄收集女儿采访资料

的袁慕鸿——

就算会失败，我也支持她

坚信儿子会成功的唐军——

年轻人应该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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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走出更多“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