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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开始，我要用 1 个月时
间，来强迫自己做好两件事：第一，多
和那些老板聊天；第二，多认字，努力
把好东西记下来。”这是16年前，32岁
的万春花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她怎么也
不会想到，只上了半年学的她，竟然将
写日记的习惯坚持到现在。她也没想
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竟然成
为一个大老板——江西万马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

万春花捧出一大摞日记本，《经济
日报》 记者数了数，整整 26 本。翻开
本子，只见每一页都记得密密麻麻，记
录的全是万春花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
点点滴滴。从这些稚嫩的文字里，我们
看到了万春花吃苦耐劳、好学上进、追
求创新的精神。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挑红砖拌水泥，种田地当裁缝，进
城开窗帘店、做库管兼职保洁⋯⋯翻看
着有些泛黄的日记本，万春花的思绪回
到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尤口乡一个小
村庄的万春花，家里兄妹7人，她排行
老六。小时候，家中人多地少，生活艰
辛。“我父亲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万
春花有点黯然地说，自己当时正在读小
学一年级，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拿到小学
毕业证。遗憾的是，父亲过世后，只上
完一年级上学期的万春花不得不辍学在
家。12 岁时，多病的母亲也离开人
世。此后，万春花和五哥万春龙及小妹
万水凤三个人一起生活。五哥为了生
计，小小年纪就独身一人跑到南昌做小
工，扛石板、搬水泥，万春花和妹妹留
在家里干农活。

“父母在世时一再教育我们，不要
怕 吃 苦 。 肯 吃 苦 ， 苦 一 阵 子 ， 怕 吃
苦，苦一辈子。”对于父母的告诫，万
春 花 一 直 铭 记 在 心 ， 并 暗 暗 提 醒 自
己，以后一定要肯吃苦，为父母争口
气。她还把这句话认认真真地写在第
一本日记的扉页，“五哥就肯吃苦，一
般凌晨 3 时从村里出发，走好几个小
时，步行几十里路到南昌做事，但他
从 来 没 喊 过 累 ， 也 丝 毫 不 会 偷 懒 耍
滑”。13 岁那年，懂事的万春花主动
提出跟着哥哥一起到南昌打工。“干的
都是苦力活，挑红砖拌水泥，肩膀肿
了就垫块破布，饿了就啃口冷馒头，
收工后累得进工棚倒头就睡。”万春花
告诉记者，看到她干这样累的活，五
哥非常心疼，好几次逼着她回去，但
她都坚定地摇摇头，一干就是好几年。

1994 年，成家后的万春花靠着一
台缝纫机，和妹妹一起自学缝纫技术。
没有布匹练手，她们就到废品店讨要旧
报纸，用米汤一层一层地粘起来，作为

“样布”裁版、走线、缝合。由于不熟
练，缝纫针常扎到手。“起初一扎到手
就跳起来，伤口流好多血，后来都麻木
了。”万春花说，熟练后，她在江西氨
厂附近开了一家小小的窗帘店，一边种
田，一边做窗帘。为省钱，她的饭菜都
从数十里外带来，冬天时即便蒙上厚厚

的破棉袄保温也会冷掉。凭着不怕吃苦
的干劲，万春花的窗帘店逐渐在氨厂附
近小有名气。“10多年过去了，我可以
自豪地说，到现在都还没有一家窗帘店
比我们做得好。”万春花说。

让万春花高兴的是，家族中这种不
怕吃苦的精神，在后辈中得到了传承。
由于自己忙着创业，万春花无暇照顾两
个儿子，但他们毫无怨言，这让万春花
既愧疚又欣慰。

勤学多问抓商机

2000 年对于万春花及万马投资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来 说 ， 意 义 非 凡 。 这 一
年，万春花彻底告别了田地，来到五
哥承建的江西省洪城大市场附近的一
栋大楼里，当起仓库保管员，开始跟
租 用 仓 库 的 服 饰 批 发 店 老 板 有 了 接
触，并萌发了在南昌建设一个服装批
发零售市场的想法。

当仓库保管员期间，万春花还在附
近3家家电仓库兼职做保洁，接触了一
些商行的老板。在和老板们的聊天中，
她眼界大开。回到宿舍后，万春花躺在
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就像播放幻
灯片一样，回放着白天的聊天内容。

“我要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写字、做生
意，现在不会不要紧，多练几次多做几
回，迟早就会了。”下定决心后，万春

花立即买来日记本，开始将听到的要点
一一记下来。

想了解更多信息，就需要和更多人
接触。从此，只要有时间，万春花就穿
梭在附近的各大商行中，逢人就问要不
要帮忙，为的就是增加见识。由于开过
窗帘店，万春花对服饰这一领域充满兴
趣，并进行了深入了解。万春花说，她
2007 年之前没到过南昌市以外的地
方，但一说到广州的十三行、上海的七
浦路、北京的动物园这些全国的专业服
装批发市场，她比亲身到过的人还熟
悉。那时，广州、上海等地的服装批发
市场已完成改造，建起专业的室内批发
市场。但在南昌，大多数服装市场都是
地摊经营，经营环境不好，服装档次也
不高。在南昌建一个大型的室内服装批
发市场，完成对南昌服装销售市场的升
级——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万春花心
里涌动。

用创新攻坚克难

搞建筑的五哥肯吃苦，事业越做
越大，逐渐把那些仓库收购了进行出
租 。 2002 年 ， 万 春 花 向 五 哥 提 出 ，
如果把仓库改建成服装批发市场，走
高 档 路 线 ， 肯 定 要 比 单 纯 做 出 租 赚
钱。她还拿广州、上海等地的服装批
发市场举例，并叫来几个关系好的服

装批发商一起进行“鼓动”，终于勉
强说服了五哥。用贷款和自筹得到的
1000 多万元，万春花对整个大楼四
层进行统一装修，命名为“万马服饰
广场”，开始招商。

万 事 开 头 难 。“ 由 于 是 新 市 场 ，
加之没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很多商户
都持观望态度。后来，我们创新性地
提 出 对 重 要 商 户 执 行 不 同 的 免 租 政
策，推出关爱‘40’‘50’群体，这
些群体不但可以 3 年不交租，还能实
现再就业。”万春花说，几经努力，
2003 年 10 月 28 日，万马服饰广场改
造一新，正式开张。更大的考验出现
在 2004 年、2005 年春节之后，服装
淡季到来，不少入驻商户选择了关门
歇业，整个商场一片萧条。

“我把公司经营得不太好，很多事
情都不会管理，特别难受。”这是万春
花 2005 年 3 月 7 日日记中的一段话。
1000 多万元的投资砸了下去，其中还
有7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市场做不起
来的后果不敢想象。心急如焚的万春花
不断寻求对策，后来，她制定了服装批
发市场商户签到制度。商户不理解，她
就一家一家上门解释。这一“开先河”
式的做法，让开业的商户越来越多，前
来购物的顾客也多了起来，市场再现生
机勃勃的景象。

2008 年 ， 整 个 服 装 行 业 受 到 冲
击。站在共赢发展的角度，万春花力
排众议，推出“租金五年不涨价”政
策。这一着棋，让万春花和她的万马
再次受到大批商户的欢迎。2013 年，
面对电商汹涌而来的冲击，万春花又
提出“两个五年计划”，就是在 2008
年 到 2013 第 一 个 五 年 的 基 础 之 上 ，
推出 2013 年到 2018 年第二个五年不
涨租金的承诺。“万马迟早会淘汰，
但一定会有新业态来应对。要想真正
抓住发展机遇，还需要不断创新。在
起步阶段，我们不定期组织商户前往
广州、上海等地学习考察，还组织他
们赴韩国学习交流。”万春花表示，
早在 2009 年，万马就想到进军电商
行业，招聘了大批大学毕业生开发电
子商务；2012 年，投资 100 多万元购
买了服务器，搭建起电商平台“万马
谷”，成为服装电商行业中的先行者。

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万春花带
领团队积极应对。如今，她搭建了“万
马 T.time 网上商城”电子商务平台和
微信平台，希望在网上再造一个“万马
服装城”，打造永不关门的市场。“未
来，公司还将按照资本、科技、实业并
驾齐驱的发展模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
跨越。”万春花踌躇满志。

7岁丧父、12岁丧母，从小就吃苦耐劳的万春花，自强不息，艰苦创业——

从 农 民 工 到 总 经 理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张祖珍

▶ 万春花 （中） 与
商户交流。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 万春花（左）深入商户
了解情况。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 万春花在万马国际公

司。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杨富国是中央给村里下派的‘第一书记’，也是村里的
‘第一生产力’。”如果你来到山西省临县张阳会村，打听杨
富国是谁，就会有村民这样告诉你。

这个“第一书记”去年 8 月进村。之前，中组部、中央农
办、国务院扶贫办决定选派中央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党
组织涣散的贫困村去当“第一书记”，在中国科协当副处长
的杨富国就报了名。

“我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想为农民做点实事。”在中国
科协工作多年的杨富国，深深理解科技的力量，驻村一年多
来，努力将科技带进山村，成为村里的“第一生产力”。

他带给张阳会村三条“路”。

修一条进村路

张阳会村位于山西省临县雷家碛乡东部，辖 5 个自然
村，524户1436人，人均纯收入2000元。这里山大人稀，出
行不便，产业结构单一，是乡里有名的贫困村。

杨富国驻村后，谢绝村里安排他住乡镇上的好意，在村
中窑洞住下来，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一个月，言谈
举止间已成了正儿八经的“村里人”。

村里人就要想村里事，杨富国想的第一件事是修路。张
阳会村在大山深处，要进村还得走 20 里乡间路。这条路坑
坑洼洼，一下雨处处泥泞积水。农忙季节向地里运些化肥、
农药，三轮车根本上不了山，只能靠村民手抬肩扛。村里人
都想修一条好路，却一直没修成。

杨富国组织村里的党员干部开会，说：“咱们人穷志
不穷，路必须要修，不解决阻碍群众生产的问题，怎么脱
贫致富？”

在这个会上，杨富国第一次向村里人承诺：“路一定要
修，修路资金我来想办法！”

为了把路修好，杨富国一方面积极协调村里自筹部分
资金；另一方面不断向县里反映问题，得到县政府 20 万元
资金支持。资金到位后，他又带领村民紧张施工，历时一个
月，就完成 20 公里乡间路的修缮，在去年秋收前解决了村
民出门难问题。

搭一条信息路

作为科协的干部，杨富国深切感受到，比起大都市，张
阳会村这样的偏远山村更需要科技的支援。

在杨富国的努力下，山西省科协为张阳会村建立了科
普中国乡村e站，并培养信息化人才。

村里的郝乃平就是这条信息路的直接受益者。“我家里
7亩地，主要种玉米、土豆，间种核桃。今年4月，杨富国帮我
在手机上装了乡村e站的软件，从那以后，我家地里的各种
问题，都有专家在线解答了！”春天的时候，核桃树该修枝
了，郝乃平用手机拍下照片发给专家，专家在一些枝条标上
红圈，让他剪掉这些枝条，到了秋天，核桃树果然增收了；7
月时，玉米叶子黄了，专家看了照片，说不缺肥，缺水，郝乃
平浇水后玉米就返青了；还是 7 月，土豆叶子部分枯死，郝
乃平拍照片发给专家，专家说这不是害虫，是病毒，给介绍
了一种农药，用完后七八天就好了⋯⋯

记者到张阳会村采访时，这里的乡村 e 站教室已经建
成，正在试运行。在这里调试软件的山西省农业科技信息中
心绿色通道工程部主任闫月根说，乡村 e 站有电脑有网络
就可以建设起来，可上课、可上网、可提供电商平台，村民在
手机上也可以使用其中的许多功能。“为农民免费提供各种
在线技术服务的，是一批热心公益的本土专家。现在乡村e
站在全国已建成2200多个。”闫月根说。

找一条致富路

杨富国的思路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修好进村
路，搭好信息路，是为了找一条致富路。

修好进村路，让村民们进出遇到雨雪时，不再困难；搭
好信息路，让村民们种植遇到难题时，不再无助。村民们都
想致富，又该走什么路呢？

杨富国一方面深入了解山西的农业和扶贫政策，寻求
当地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分析村里的产业结构，找专家、
查资料，寻找突破口。他还自费到安徽小岗村、山东寿光等
发达地区调研取经。他与村两委班子成员经过深入调查研
究，结合村情，摸索出一条新路子：以玉米、小杂粮为主导产
业，逐步推广马铃薯和核桃种植，发展林下经济，并积极探
索发展养殖等产业。

现在，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村里建起了马铃薯生产基
地，并同中国薯网签订保护价收购协议，村民不仅有了免费
的马铃薯种子、化肥、农药，还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指导，每亩
马铃薯纯收入增加2000元。

进村路修好了、乡村e站建成了、马铃薯基地也建好了，
在杨富国驻村一年多时间里，张阳会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我还要在村里工作一年，要努力跟乡亲们一起把张阳
会村打造成吕梁农村信息化第一村，让大家依靠科技的力
量脱贫致富。”说起张阳会村的未来，杨富国充满信心。

张阳会村的第一生产力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今年，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于
家村专职在白公事上当厨师 20 余年的
于继孔“下岗”了。无独有偶，张罗了几
十年红白公事的金山镇洋浒崖村谢福长
老人也“退休”了。原来，他们那些“本
事”没了用武之地。“搁过去，白公事的

‘道道’太多了，程序复杂得能写本书，按
照老套路走下来至少要 3 天时间，得花
费上万元。现在简单多了，佩白花、致悼
词、默哀、告别，也就十几分钟的事，一场
白公事最多花费千把元。”谢福长说。

“过去是一家有事、全村忙活，表面
上看着风光，实际上大家都叫苦不迭。”
刚办完儿子婚事的洋浒崖村村民巩家义
一脸轻松：“眼下倡导喜事简办，庄里乡
亲随礼不坐席，只招待双方直系亲属，一
共摆了 6 桌酒席。搁过去，面子比天大，
少说也要招待 30 多桌，最后欠下一屁股
人情债，就剩一个‘累’了。”

婚丧嫁娶，起土上梁；乔迁新居，新
生儿郎，这些百姓生活中的大事，都少不
了一些必要的仪式。但近年来，随着经
济条件的改善，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攀比之风愈演愈烈，成为精神
文明建设中难以治愈的顽疾。淄博市将

移风易俗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营造了人
人崇尚文明、人人创建文明、人人享受文
明的良好氛围。

移山易、易俗难。“群众打心眼里反
感、反对繁杂的习俗，从内心深处呼唤移
风易俗，但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谁也
不愿意背上不孝不义的骂名，谁也不想
当出头的‘椽子’。”对于陈规陋习，临淄
区金山镇东崖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孙成
富深有感触。

“群众有移风易俗的需求和自觉，缺
少的是有力的倡导和规范。这件事只能
由党委、政府出面来做，帮群众挡这个

‘面子’。这是提升一个城市精神文明水
平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也是民生事业
向纵深推进的迫切需要。”临淄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王玲霞说。

从 2013 年开始，临淄区率先整建制
推行农村移风易俗工程，大力倡导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破除迷信，红
白公事全程一个标准操办，刹住了农村
随大礼的歪风。

洋浒崖村支部书记谢中岱认为，过
去经济条件不好，随份子还具有一定的
融资和众筹作用。现在经济条件好了，

随份子纯粹是一种心意表达，统一标准
有利于纯洁农村的人情往来，逐渐养成
重情轻礼的良好民风。

婚丧嫁娶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
事，很多人担心自己办的时候没人帮忙，
不得不随俗。临淄区在移风易俗工作
中，突出强化村级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按
照统一章程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
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目前，该区432
个村居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覆盖率
达100%。

临淄区、镇、村层层签订移风易俗改
革目标责任书、责任到人，相关指标列入
文明社区、文明镇办重点工作和乡村文
明行动 17 项工程考核指标。对丧事简办
的村居，500 人以下的补贴 500 元，500
人以上的按每人 1 元补贴，如有不按照
新规办理的，出现3次就扣除全部补贴。

补贴金额虽然不多，但导向作用明
显。截至 8 月底，临淄区白公事共计
1766 起，全部按新规办理；红公事共计
961 起，按新规办理的比例达到 92%；婚
丧事花费由每例两三万元，降到 1200 元
左右，大操大办现象彻底消失。

“现在不让大操大办了，其中一条就

是村民随份子不得超过 100 元，那过去
随出去的份子钱收不回来咋办？”今年 7
月筹办儿子喜事的张店区南沣村村民吕
新群心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可到最
后一算账，老吕的眉头舒展开来，一场简
单的婚礼办下来，总共花了不到 1 万
元。“如果按过去的惯例来办，6万元也打
不住。以前虽然能收不少份子钱，但入
不敷出。现在收的份子钱虽然少了，但
因为简办婚事，最后还略有结余。”

今年初，淄博文明委制定了《移风易
俗工作考核办法》，细化考核标准，每季
度考核一次，年底 88 个镇办总排名，考
核结果与精神文明奖、优秀基层党组织
建设评选挂钩，排名在后1/3的不得参评
各级文明村镇。最近，他们又进一步明
确红白公事指导标准，规范婚丧礼仪程
序，增强仪式感。要求红事体现家风传
承，开展感恩教育；白事体现对逝者的追
思、对生命的尊重。

目前，淄博市所有村都出台了抵制
大操大办的村规民约，由每个村的红白
理事会按统一标准制定新的礼仪规范，
并严格执行，“以简朴为荣、以节约为美”
的社会新风尚正渐渐在村民心里扎根。

山东淄博：

新 风 吹 走 陋 俗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杨富国（右一）将中国科协的科普惠农活动带到张阳会
村，向村民发放促根壮苗剂。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