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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光开个店等客上门
不行，你得让你老婆管店，
自己买台五米左右的货车，
到八县一市三区去送货。
这样，你才能既了解到准确
的市场信息，又能够通过上
门送货赚取货物差价。”2月
25日，邵东一家塑料制品厂
的女老板陈新燕亲切地对
一位慕名前来学习“生意
经”的年轻创业者说。

陈新燕 1972 年出生在
邵阳市区。1997 年，她和
丈夫羊志伟分别从省汽制
和邵阳热电厂下岗后，两
人揣着仅有的500元积蓄，

奔赴当时民营经济的热土
邵东县城自谋出路。他们
开始是摆塑料制品地摊，
然后在邵东塑料制品市场
租赁了门面。2015 年，两
口子又拥有了自己的塑料
制品厂。每前进一步，陈
新燕总忘不了那些帮助过
他俩的人：当初摆地摊资
金不够的时候，好心的批
发商经常赊账给他们；开门
店的时候，市场里老经营户
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码货、
发货；自己开厂的时候，又
有人将 400 平方米的仓库
出让给他们。“没有大家的
帮助，我们两口子根本不会
有今天这么大的事业。”陈
新燕总是这样感慨。

如今，陈新燕自己开设
的 塑 料 制 品 厂 日 产 坐 凳
2500 条，大口径水桶 1200
个，成为湖南、湖北、江西、
广西、贵州五省区小有名气
的“塑料女皇”。正是出于
对社会的感恩，开办工厂两
年多来，她将多条宝贵的商
业信息无偿告知他人，累计
为他人创造了上千万元的
财富。一次，她在外省区拓
展市场的过程中，得知贵州
急缺建筑用灰桶，广西紧缺
水勺，立即电话告知邵东一
家塑料制品厂老板，无意间
拯救了这家正因为货物积

压而资金链断裂的厂子。
“生意要大家一起做才长
久。”这是陈新燕的口头禅。

陈新燕还是在自己开
设塑料制品门店的时候，就
用心提携过十多名投资五
金日杂的年轻人。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我市八县一市
三区都有陈新燕带出来的

“徒弟”。“塑料女侠”，是邵
阳五金日杂界老板送给陈
新燕的美称。2 月 25 日这
天，“塑料女侠”陈新燕不但
将自己生产的坐凳和水桶
赊给那名年轻创业者销售，
还陪着他来到自己当初开
设门店的邵东塑料制品市
场，帮助其砍价、进货。“通
过一上午的接触，我发现这
个小伙子头脑灵活，讲诚
信，有礼貌，是快做生意的
料。下次我获得好信息，会
尽快将这个小伙子带到自
己开厂这条道路上来。”陈
新燕说。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
家新燕啄春泥。”陈新燕就
像古诗中的燕子一样，一点
点衔泥筑出一个个财富的
暖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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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燕在检查自己工厂生产的塑料坐凳质量。

彭建军 郭世跃

本报讯 2 月 19 日，武冈市水
西门街道新光村、辕门口街道革新
村两村村支两委在两街道办的协助
下，成功调处好革新村一插花在新
光村内土地权属矛盾纠纷，防止了
事态恶化。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当
时的历史原因，革新村通过调地方
式，在新光村获得了一块约四十亩
的土地。几十年来，这块地一直由
革新村管理使用。近二十年来，农
村经济形势变化较大，这块土地实
行租业管理，在租赁中途又出现转
租、抛荒，其界址出现模糊，四抵又
无明显地类物标志，革新村又距该

地较远，久而久之，淡忘了该地四抵
位置，而新光村村民邻近该地，周边
占地户常年耕种，生产形势较好。
近年来，两村村民就为此地发生多
次争执，随时都有大动干戈的群体
性事件发生。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一矛盾，水
西门、辕门口两街道办主要负责人
多次商谈沟通，并派出专业人员主
持两村协调会，本着尊重历史、面对
现实的原则，走访当年参与土地调
换的老同志，查阅历年来国土资源
信息管理资料，听取该土地承包人
现场描述。今年 2 月 19 日，在两街
道办等的组织协调下，两村及占地
村民化干戈为玉帛，终于达成了共
识，并做了现场埋桩划界。

四十亩插花地引纠纷
武冈市两街道办通力合作，两村村民化干戈为玉帛

苏作成

本报讯 2月23日，一支从邵东
县宋家塘街道金兴社区出发的送葬
队伍，途经社区街道和北岭路，在整
个城区内，未燃放一个鞭炮。这是社
区环境卫生在干部积极作为，群众积
极支持配合下出现的良好风尚。

一直以来，遇红白喜事或逢年
过节，燃放鞭炮都会严重影响城区
环境卫生。宋家塘街道金兴社区向

辖区居民倡导：凡办红白喜事，不要
燃放鞭炮。今年 2 月 20 日，社区一
位老人去世。其在外当包工头的二
儿子一赶回，就和哥哥商量，要将父
亲的丧事办得热闹些，不在乎花
钱。得知这一消息后，2月22日晚，
社区书记刘建义率领社区干部和红
白喜事理事会前往蒋家做思想工
作，请他们配合环境卫生工作，不要
燃放鞭炮。蒋家人积极配合，受到
了当地居民的称赞。

丧事不放炮获点赞

记者 陈 星

2 月 22 日早上，在市区宝庆西
路二纺机菜市场内，家住杨家垅附
近的菜农廖政祥正在忙着招呼购买
蔬菜的市民。

廖政祥今年 67 岁，年轻时在外
打零工，干一些重体力活来养家糊
口，家里有一个女儿和一个智障的
儿子。女儿远嫁他乡无法顾家，于
是照顾智障儿子的责任全部压在了
他和老伴的肩上。

廖政祥说，儿子会自己吃饭穿
衣，就是每次上厕所的时候不会喊，
等到拉到身上觉得不舒服了才会哭
闹，现在已经 28 岁了，智力却只相
当于四五岁的孩子。老伴不能外出
做事，只能专职在家照顾孩子。

2012 年冬天，廖政祥在外务工
时从二楼摔下来，虽然后来治愈了，
但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干重体力
活。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廖政
祥失落了好一阵。在家里养伤的时
候，他就一直在想自己要干点什么
才能够养家。

后来，廖政祥想起自己家里还
有一些土地，可以种菜卖，这样的话
就不用担心身体垮掉，还可以照顾

家里。
伤势还没完全好，他就买回来

一些菜种子，然后将院里的土壤全
部翻新并播种。

后来，菜种出来了，刚开始的时
候他用担子挑着到市场上去卖，每
天都是凌晨4 时许就起床。“因为早
上将菜挑到市场上去卖比较新鲜，
能够卖个好价钱。”廖政祥说。

后来因为挑着担子感觉太重，
身体有点吃不消，廖政祥便自己在
家用一些废旧材料，组装了一台二
轮车，每次都可以推着走。

春夏季还好，一到冬天，廖政祥
就犯愁，总是担心天气太冷，会将菜
地里的菜冻烂，还有一到下雨天，买
菜的人就少，有时候等到下午才能
回家。

廖政祥说，只希望在自己还能
动的时候多给孩子存点钱，以后让
孩子生活得稍微好一点，平时累的
时候一想到孩子，做起事来就有了
动力。

菜农廖政祥：苦点累点没关系

“想想孩子就有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