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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不识字，但不可以不感恩；树
高万丈不忘根，人若辉煌莫忘恩。”2017年
1月28日，凌晨1时5分，大年初一，杨淑亭
通过朋友圈，向所有帮助过她的人致谢并
祝福。

“我虽不是大富大贵，但始终不忘那些
信任我的乡亲们给予的支持。小小心意，
以表感恩！”2018年2月11日，杨淑亭来到
村里，为乡亲们送去新年礼物。当日21时
59分，她通过朋友圈，感谢乡亲们的关爱。

万红花业合作社的根在歌舞村，它的
发展壮大离不开乡亲们。合作社既是杨淑
亭等几个老板的，更是乡亲们的。因为，合
作社已与乡亲们融为一体。村民通过“分
贷统还”的方式，在合作社入股5万元。利
息不要自己还，每年还可在合作社分红。
他们还可以在合作社做事，每月拿工资。

雷雪英和肖仕香是歌舞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农闲时都在合作社工作，每月可拿
2800元左右的工资。这样，这两户人家脱
贫致富不成问题。

2016年12月，杨淑亭等成立湖南七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皮球、箱包，
从事外贸工作。

杨淑亭深知残疾人的酸楚，将更多目
光投向这个弱势群体。歌舞村残障人士王
志武1990年出生，因残致贫。他争取到了

“分贷统还”的政策支持，贷款5万元入股
七七公司，还在公司从事机修工作。加上
各项收入，他每年可在公司拿到 4 万多
元。该县儒林镇的肖明辉患先天性小儿麻
痹症，至今拄双拐，40多岁了还未婚，家有
70多岁的老母亲。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他除了其他收益外，还在杨淑亭的公司务
工，每月拿工资。

“为别人点一盏灯，照亮别人，也照亮
了自己。”一直以来，社会关爱都伴着杨淑
亭成长。现在，她小有成就了，也决定点一
盏明灯，希望照亮更多还在迷茫中摸索的
人们。

万红花业合作社将脱贫攻坚的触角伸
到每位社员的家里。合作社的厂房里，只
生产半成品，需要大量劳动力将半成品拼
接为成品。乡亲们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上
班，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杨淑亭的梦想
是：多年后，整个城步，家家户户都在做他
们的仿真花，靠他们的仿真花产业快步迈
上小康之路。

厂子开到农户家

点一盏灯，照亮他人更敞亮自己
——从微信朋友圈看杨淑亭的心路历程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阳望春

杨淑亭，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乡歌舞村人，今年
27岁，却已获得“湖南十佳最美苗家姑娘”“城步最美
创业人”等多项荣誉。伴随这些美丽光环的，是“高位
截瘫”这个残酷的现实。3月26日，记者打开她的微信
朋友圈，探寻这位苗乡姑娘的心路历程。

“我的 18 岁，站着的时光……”2017 年
12月31日零时35分，杨淑亭在朋友圈发出
五张18岁时随意拍摄的生活照。照片中，
杨淑亭稚气未脱，清秀绝俗。虽然现在她早
已将几年前那段痛苦的回忆抛到脑后，但夜
深人静时，她也时常翻看老照片，回想那段
自由站立行走的美好时光。

2011年4月28日，星期四。这个日子，
杨淑亭刻骨铭心。这天深夜，在新宁县一家
医院做医生助理的她刚下班。她骑着助力
车，送同事去武冈。在省道上，一处下坡拐
弯点，她们的车猛地撞上路边护栏。这一猛
撞，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杨淑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
床上，胸口以下毫无知觉。数次急救，几经
周转，她住进长沙湘雅医院。20 岁生日那
天，命运无情地将她推上手术台。六个多小
时的手术之后，她一醒来就问：医生，我还能
不能穿高跟鞋？20 岁，如花的年龄！爱美
女孩谁不想穿着高跟鞋，漫步公园，享受春
光？她没料到，这个小小的愿望已成梦想！
她等到的回复，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高
位截瘫！

一个多月后，她回到歌舞村的家里。她
住的那间木屋，年岁已久，墙已熏黑。她将
这间屋子形容为“小黑屋”，可以想见她那时
体会到的跌入谷底的人生况味。“小黑屋”
里，她躺在床上，不能也不愿动弹。她自我
封闭，度日如年。亲友相劝，同学开导，但终
不能消除她过于庞大的心理阴影面积。胸
口以下大半个身子失去知觉，对于一名姑娘
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时光煮酒，岁月煎熬。人们无法想象她
亲友的艰辛付出，更无法想象她与命运抗争
的历程。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最终为她写出
了完美的答案。2012年4月，杨淑亭终于第
一次走出“小黑屋”，第一次勇敢地坐上轮
椅，第一次上街逛公园享受户外新鲜空气艳
丽阳光。迈出这第一步，她花了整整一年。

勇敢走出“小黑屋”

2015 年 3 月 11 日 22 时 43 分，
杨淑亭发出她朋友圈的第一条信
息：“蝴蝶兰生产中……”6 张图
片，上面写着“万红花业”，留了电
话号码和 QQ 号。这条信息表明
她彻底走出心理阴影，正全力做大
做强企业。

身体不能自如，但脑筋不能呆
板。迈出“小黑屋”后，杨淑亭将目
光投向网络世界。靠一台电脑，靠
一些游戏小任务，靠一群残疾人网
友，她第一周就赚得身残后的第一
份收入——2.7 元。她没想到，自
己还能赚钱。那一个月，她赚得
7.7元。由此，她坚信：自己不是一
个废人！

此后，杨淑亭认真学习，潜心
钻研，成了“网络达人”。帮人做淘
宝客服，合伙开服装网店，杨淑亭
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凭着淘宝客
服和游戏代练的双重身份，她网罗
了大批志同道合者，其中残疾人就
有一百多人。

创业艰辛，需要苦干，更需要
巧干。接触网络的这段日子里，杨
淑亭敏锐地觉察到，仿真花的国内
国际市场巨大。于是，她开了一家

工艺品淘宝店。智慧的女孩最美
丽，市场的规律最公平。杨淑亭凭
敏捷的反应能力，在市场上掘取了
一桶又一桶“真金白银”。

此前，杨淑亭的叔叔杨德明在
广东东莞做公司行政经理，后来辗
转来到天津，与生意伙伴办了一家
仿真花生产企业，产品主销国际市
场。杨淑亭与四舅、叔叔、堂兄李
杨福商量，利用各自优势，试图开
拓仿真花市场，将厂子开到家乡。
2014年7月，城步万红花业合作社
在白毛坪乡歌舞村开张。该合作
社主营百合、蝴蝶兰和绣球花三大
系列的仿真花，产品主要销往匈牙
利、奥地利、俄罗斯等国家。

稳定老客户，拓展新客户，万
红花业风生水起。每年，他们都参
加全国工艺品交易会，收获大量订
单。2017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
国工艺品交易会上，万红花业接了
100万元的订单，后来客户又追加
了200多万元的订单。

忙于公司业务和管理，朋友推
着轮椅上的杨淑亭，背上背下，奔
走四方。创业满怀激情，杨淑亭有
时竟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高位
截瘫的残疾人。

坐着轮椅走四方

2017年7月1日，城步发生特大洪灾，杨淑亭立即带领员工冒雨前
往受灾最严重的白毛坪乡赠送物资。

共青团湖南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
杨淑亭。

18岁时的杨淑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