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 6 点，王玉玺和妻子王凤杰就起
床了。王凤杰下楼做饭，王玉玺双手扶着
脚，一点点挪下楼去。一楼是玉玺剪纸书
画培训学校，再过一会儿学生们就要来了。

王玉玺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
县玉玺剪纸书画培训学校的创办人。一
岁半时，他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成为终
身不能行走的“蜗行”人。入学后，爸爸妈
妈不能天天背送他，同学用两手擎着他的
双腿，他用双手爬行上下学。但他学习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年年被评选为“三好学
生”、模范班干部。

初中毕业后，王玉玺以优秀的成绩投
考高中和中专，都因为家长不能陪读而被
拒之门外。无奈之际，八村母校聘请他为
民办美术教师。

王玉玺的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家

妇女，但她剪的窗花、刻的棚花、纳的枕花
十里八乡闻名。从小跟着母亲长大的王
玉玺看得多了，也偷偷学会了剪花技巧。

“刚拿起剪刀的时候，手完全不听使唤，看
母亲随手就能剪出满纸大花，我怎么就不
行呢？”王玉玺回忆说。他是个爱琢磨的
人，基础又好，在母亲的指导下，他慢慢

“上道”了。后来，他考取了齐齐哈尔市教
育学院美术大专班参加函授学习，学习了
剪纸艺术的理论基础。

2000 年是农历龙年，王玉玺决定创
作一套“龙”形象系列作品。他收集了大
量资料，创作出 100 幅《中华世纪百龙图》
系列作品。2001 年秋，他又应中国扎龙
梦鹤苑主题公园的邀请，剪出鹤系列作品
80幅，设立“王玉玺鹤类剪纸艺术馆”。

剪纸小有名气了，王玉玺的幸福也来了

——当年的学生王凤杰，铁了心要嫁给他。
“为什么这么执着？”记者问王凤杰。
“我上学那会就瞅着他挺好，觉得他

有才。”王凤杰看了一眼王玉玺，笑了笑。
2001 年冬天，王玉玺用全村最盛大

的婚礼把小他 6 岁的王凤杰娶进了门，全
村人都来道喜，为王玉玺能娶到这么好的
媳妇高兴。

“这段婚姻给了我追求生活的勇气。”
王玉玺说，“婚礼那天，我下决心一定要把
日子过好。”

王凤杰迅速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王
玉玺是家中老幺，有 3 个哥哥 1 个姐姐，生
活条件都比他家强。王凤杰知道父母最
惦记的是小儿子，丈夫最挂念的也是父
母，因此，她坚持赡养公婆。婚后第二年，
女儿涵涵出生了。小家伙的到来，给家中

增添了喜气，可王凤杰更累了。
说起妻子这些年的付出，王玉玺觉得

很愧疚。“在我们家我只能动嘴，连倒个垃
圾都得凤杰去。”王玉玺说，“可她说，只要
生活越来越好，付出了就觉得踏实。我这
辈子也只能赖着她了！”

有了贤内助，王玉玺的创作之路走得
更平顺。他坐着轮椅到县内外收集“四大
名著”的各样版本，创作出“四大名著”剪
纸作品 1900 多幅。“神七”发射成功，王玉
玺创作出《飞天》、《问天英雄谱》、《龙步天
宇》等 66幅作品。

2009 年，王玉玺举家迁至龙江县城，
创 办 了“ 龙 江 县 玉 玺 剪 纸 书 画 培 训 学
校”。多年来，学校免费培训各类残疾人、
下岗职工和陪读妈妈 1200 余人次，创建

“龙江县玉玺艺术品装潢社”，安置残疾
人、下岗职工 14 人，实现了龙江民间剪纸
艺术的纯手工产业化生产。王玉玺领军
的“龙江民间剪纸”也被列为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王玉玺被认定为国家级民间剪
纸艺术家、工艺美术师。

上午 9 点多，玉玺培训学校开始上课
了。一张红纸叠成厚厚的一沓，一把小笔
刀顺着曲线压剔挑拉，一把剪刀转动修
剪，几名学生围在王玉玺身旁，看着他一
点点把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副通透的

“五洲同心 中国梦”剪纸作品。很快，这
幅作品就被送到二楼的装裱工作室，王凤
杰正在那里装裱丈夫以前的作品。为更
好地帮助王玉玺装裱作品，王凤杰还特意
去江苏学习装裱，现已是省二级装裱师。

“我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家人和朋友，
没有他们，我走不到今天。”王玉玺说，“但
是，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两个人只要
互相信任，为对方付出，才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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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出 美 丽 新 生 活
——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王凤杰家庭

本报记者 佘 颖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河北
慧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春利认
为，礼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她在生活中践
行“礼”的做法，首先把自己的家创建成一
个“夫妻和睦、尊老爱幼、平等沟通、融入
时代”的和谐之家。然后，又从“家”这个
最小的社会细胞出发，把“家风——家文
化”智慧放大到企业和社会，帮助员工和
家属、企业和客户以及周围的村民和百
姓，从“家”出发，走向幸福人生。2014
年，郭春利之“家”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
家庭标兵”。

2013 年 9 月 25 日,慧聪电子商务产
业园挂牌正式运营。企业加速成长的背
后，是总经理郭春利充满“爱”的创业故

事。年轻时，为了帮患癌症的父亲凑足
巨额医疗费，郭春利作出了人生第一次
选择——到大城市去打工，用自己的双
手捧起对父亲的孝心！只身来到石家庄
的郭春利起初被慧聪公司录用为会计，
但为了更高的收入，她主动放弃安逸的
会计岗位要求做销售。主管领导被郭春
利的孝心感动，把她调到销售岗位带领
一个小团队。既有经营头脑，又勤奋好
学的郭春利很快成了同事口中的“郭老
师”。几年后，她出色的才能得到公司
上下一致认可，临危受命成为总经理，
带领公司成为河北省电子商务高新技术
企业。目前,公司已有干部职工 300 余
人，累计为 50000 余家企业提供服务，
带动河北省电子商务交易额提升 100 亿
元以上。

在郭春利看来，只有把员工当作家人
对待，员工才能把公司当作家来爱护。她
在平板电脑上分类记录了公司百余名员
工及家属生日、孩子的学习情况等，关注
员工成为她每天要做的重要事情。每年，
她都会给每位员工的父母准备“孝亲大礼

包”。看到一些年轻员工经常不吃早餐，
郭春利数次召开生活会议，向大家讲解早
餐的重要性，并实施“阳光早餐计划”，在
公司筹建饮食中心，提供健康营养餐。

郭春利有个想法：“与其赢利后再去
搞捐助，不如在企业成长中就搞最大的
慈善事业——为员工创建一个‘家’环
境。”企业“家”文化，郭春利将它握在
手上，放在心里。为培养员工的学习习
惯，郭春利创建企业书香家园，创办慧
聪文化大讲堂。她还发动爱人共同成立
企业家属自己的组织——“慧聪和谐联
盟”，并备有专项基金，为家属们定期举
行见面会，共同探讨发展大计及活动规
划。16 年来，企业“家文化”吸引更多
人参与到了企业的发展中来。

事业上风生水起，郭春利也用爱让小
家溢满幸福。每天不管工作多忙，她都会
与家人一起约定做健身操，多年来从不间
断。同为成功企业家的丈夫，长期驻外。
每次与丈夫团聚，无论多疲惫，她都会亲
自下厨。一次，郭春利出差后一进家门，
便忙着洗丈夫的衣物，光鞋垫就洗了 9

双。作为家中长女，她经常召开家族会
议，探讨问题，解决难题，帮助家族中的每
个人。表妹生病，她拿出了高额的医药
费；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给公婆住，还定
期去打扫⋯⋯

郭春利知道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社会
的关爱，经常参加公益募捐。她还和员
工们捐建一所希望小学，并承诺资助 34
名贫困儿童直到大学毕业。慧聪电子商
务产业园落户塔元庄后，郭春利多次为
村民举办“和谐家庭大讲堂”，数次看望
慰问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为塔元庄数位
身残老人每月发放生活费用。她把个人
出资印制传统文化经典 《弟子规》 分发
给社区，多年来已累计印刷数万册。为
提高当地村民的视野，她出资组织 500
余位村民飞往珠海、香港、澳门进行农
业观光旅游。

由于有企业共赢的思路和智慧，公司
提升了文化竞争力，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职工们纷纷表示：“有家的感觉真
好，有梦的日子真甜。我们找到了家，创
造了梦。”

编者按 今天是第 22 个国际

家庭日。在全国妇联组织开展的寻

找“最美家庭”活动中，我们看到了

幸福家庭的样本。他们中，有历经

风雨、坚守信念，在家庭生活中彰显

时代精神的英雄模范人物家庭；也

有家风笃正、家庭成员事业有成的

诗书之家；更多的则是夫妻恩爱、敬

老孝老、教子有方，于平凡点滴中创

造温暖幸福的普通家庭。本报为您

讲述几个“最美家庭”的故事，感悟

“最美”真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河北省石家庄市郭春利家庭：

用爱连着“大家”与“小家”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雅鲁藏布江河畔、西藏山南地区，坐落着一个古
老的村庄——贡嘎县吉纳村。村里有个能干的女人米
玛央金，她不仅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谐美满的家庭
也令大家羡慕。

每逢金秋，远近闻名的吉纳村“望果节”吸引不少
游客。自 2007 年“望果节”被列入了西藏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来，规模一年大过一年，古老
的节日为这里带来了旅游产业的生机。

前往吉纳村，会经过路边醒目的吉纳药泉欢乐村，
集旅游和餐饮为一体的药泉欢乐村平均每天接待客人
100 多人次，月收入达到 10 万元左右，而米玛央金正
是这里的老板。

生长在吉纳村的米玛央金和扎西，自小就认识。
那时的扎西家里有 11 口人，却只有 17 亩地。作为家
里的老大，扎西还有 8 个弟弟妹妹，由于经济条件困
难，原本学习成绩很好的扎西，16 岁初中未毕业就辍
学回家务农打工，供弟弟妹妹上学。

扎西很早就承担起了男人的责任，他稳重、能吃
苦，打动了米玛央金。两人终于走到一起，在 1989 年
喜结连理。婚后，扎西依然四处打工赚钱，而米玛央金
就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小孩。

“那时家里的收入很少，还要供养扎西的弟弟妹妹，
仅能维持基本的开销，没有积蓄，生活十分贫困。为了
多挣点钱，扎西好几年过年都没有回家，一个人看守工
地。”米玛央金回忆道，眼看着日子没有起色。夫妻两人
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创业，经营点什么来改变生活。

吉纳村吾日福山山脚下有一个小餐馆，这里有山
有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干脆就承包餐馆吧。”夫妻
二人一拍即合。事实上，这个小餐馆陆续有一些村民
承包，但是都没能走出困境，已经闲置多年。

夫妻俩顶着压力决定放手一搏，他们通过银行筹
到 5 万元贷款，便开始建房子、盖餐厅、开商店。凭着
小两口的热情好客、服务周到，餐馆的生意一下子火了
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还清了第一笔贷款。

“一开始我们没有开店经验，我只好跑到县里去学
做藏餐。随着我做饭的手艺越来越好，店里的生意也
开始慢慢地红火起来。2009 年，我们又贷款 10 万元
在路边修建了两层楼的宾馆，2010 年，再次贷款 10 万
元修建了药泉澡堂。”米玛央金介绍道。

如今，米玛央金一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然而，先富裕起来的小两口却没有忘记乡亲们。他
们主动为周围一些离不开家的低收入群众提供就业机
会，让他们到自家经营的餐厅里打工，并长期资助吉纳
村以及周边几个村子的学校和贫困户，帮助解决困难
群众的燃眉之急。每年，米玛央金都要带着礼物和捐
款去周围的几个学校看望孩子们。

拉巴卓玛家里兄妹四五个，就靠着妈妈一个人养
活，全家人住在一间低矮黑暗的房子里。得知她家的
情况后，米玛央金立刻请拉巴卓玛到自己的餐馆里来
当服务员，并教她厨艺。如今，拉巴卓玛的厨艺进步
了，每月可以拿到 2000元工资，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10 多年来，米玛央金和扎西共捐助资金及物品约
65 万元。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课堂，父母的善举在孩
子们心中也播下了善良的种子。米玛央金和扎西的孩
子们常说：“有了多余的钱，要记得去帮助贫困的人。”
每到周末，他们就会带着班上生活困难的同学回家来

“改善一下”。
“现在，来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准备陆续扩

大经营、提高档次。同时，还要继续回报社会。”米玛央
金憧憬着自己更美好的未来。

西藏自治区贡嘎县米玛央金家庭：

富了不忘乡亲
本报记者 李 哲

在淘宝上搜索“那些童年的零食”，你
会发现一家叫做“椒陵农家院”的网店。
店里经营的一款自制农家锅巴，打出了

“童年的味道、儿时的记忆”的广告词，销
量特别高。经营这家网店的是一对患有
脑瘫疾病的夫妻：许洪涛和张方方。身体
的残疾让他们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但是不
向命运低头的信念让他们最终走到一起，
不但组成了家庭，还用脚踏实地的努力收
获了勤劳致富的梦想。

凭着顽强意志力，许洪涛于 2007 年
考取了国家普通高校的物流管理专业,
但大学毕业后的求职之路布满荆棘。由
于身体残疾，很多企业给他的答复是：

“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录取你。”一年
多的时间里，许洪涛先后辗转几家公
司。后来，福建一家福利企业来到学校
举办了一场残疾人招聘会，许洪涛幸运
地被录取。

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与湖北省随州

市一名脑瘫女孩张方方恋爱了。两人虽
患有同样的疾病，却有着同样不服输、
敢拼搏的勇气。当许洪涛告诉张方方想
要回乡创业时，张方方斩钉截铁地说：

“以后你在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句
话，给了许洪涛巨大的创业动力和信心。

2012 年初，许洪涛夫妻回到安徽全
椒县六镇镇。他们租了两间街道门面，
开起婴幼儿玩具店。但玩具店生意很冷
清，一个月收入才 1000 余元，女儿也
在这时降临了。为补贴家用，许洪涛开
起三轮车，跑起快递，每天下午 4 点送

快 递 到 县
城 ， 晚 上 七
八 点 才 回 镇
上。

许 洪 涛
告 诉 记 者 ，
家 里 最 困 难
时 ， 连 买 菜
的 钱 都 没
有 。 可 是 妻
子 从 来 没 有
抱 怨 过 ， 努
力 维 持 最 基
本的生计。

在 送 快

递的日子里，许洪涛敏锐地发现电子商
务发展空间广阔，加上他在大学里选修
了“电子商务”课程，让他对这行有了
向往。可是在电子商务这个平台上，什
么样的产品才能吸引客人呢？那段时
间，许洪涛天天拿着相机在村子里转，
不是拍香肠就是拍腊肉，妻子猜出了他
的 想 法 ：“ 你 是 不 是 想 要 做 土 特 产 生
意？”许洪涛兴奋地拉着妻子聊了起来，
从网店的商品定位到给网店起名字，思
路越来越清晰。他还想到了自己小时候
很爱吃妈妈做的一种锅巴，如果把这个
东西放到网上去卖，一定会吸引更多的
顾客。

说 干 就 干 。 申 请 、 注 册 、 实 名 认
证，半个月的时间，“椒陵农家院”淘
宝网店正式开张了。白天，两个小夫妻
清洗准备制作锅巴的大米。晚上，许洪
涛又坐在电脑前处理图片、装修店铺、
上架宝贝，每天都是凌晨两点以后才能
睡觉。

进入“椒陵农家院”的店铺页面，
你会看到清新、自然的店铺装修风格，
淡绿色的背景下，一颗小苗破土而出，
寄托了夫妻两人希望这份事业蒸蒸日上
的美好心愿。最为醒目的位置有一行娟
秀的小字：小时候的味道、童年的记忆

——安徽农家大米锅巴，这个产品销售
额已经过万元。

记者还注意到，“椒陵农家院”已是
一个“双冠店铺”，信誉非常高。“口味
不错”、“老板人实在”，这样的评价在商
品评价栏里比比皆是。许洪涛说，经营
网店最重要的就是口碑。虽然商家和顾
客不会见面，但是诚信是每一个经营者
最基本的经营理念。由于生意越来越红
火，每天的发货量很大，许洪涛也会面
临一些偶尔发错、漏发商品等尴尬事，

“自己有错误就要勇于承担，绝对不能让
客人吃亏！”做客服的张方方也尽量选择
积极的沟通方式。“争取让每一个客人都
满意，做生意不能在小利上绕不开。”

如今，夫妻俩的生意日益兴隆，又
开办了分店，还雇了两名装配工，产品
种类增加到 50多种，一年营业额近 70万
元，利润 13 万余元。百年辣酱、管坝牛
肉、农家锅巴等土特产销往全国各地。
通过小两口的努力，他们已经在县城贷
款买了一套房子。“县城的物流更方便，
快递可以直接上门取货了。”许洪涛高兴
地说。他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就是
将来不仅仅开网店，还要办起残疾人福
利企业，为其他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

安徽省全椒县许洪涛家庭：

勤劳托起致富梦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图为米玛央金和扎西。 （资料图片）

图为王玉玺和妻子王凤杰同心协力工作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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