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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成立了「曉爭孝心服務隊」，以幫
助更多的特殊家庭。 本報安徽傳真

■■盛汝芝盛汝芝 (( 中中 )) 與付與付
曉爭曉爭 (( 左一左一 )) 一家一家。。

記者趙臣記者趙臣 攝攝

上午十點多，忙完手頭工作的付曉爭趕到了
妻子開的母嬰店。在得知記者來意之後，

付曉爭憨笑着表示，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為
在他看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就是感情，遇到
像盛媽媽這樣的情況，不僅僅是自己，很多人也
會伸出援手。

同窗早逝 心繫張母安危
付曉爭與張凱是高中同學，畢業後，張凱上了

大學，而農村走出來的付曉爭為了減輕家中負擔
選擇直接工作。付曉爭說，上高中時就經常到張
凱家玩，他們的感情就像戰友情一樣深厚。
2001年，剛上大一下學期的張凱就被查出患白

血病。付曉爭憶述，早在高中畢業體檢時，張凱
就檢查出血小板比一般人少的情況，但是當時都
覺得年輕，沒在意，後來病情越來越嚴重。當時
付曉爭在開油罐車，一有時間他就去張凱家看
他，陪他說話，鼓勵他。2003年10月張凱病情惡
化住進了醫院，2004年10月因病去世。「身邊活
生生的人就這麼走了，當時心裡特別難受。」那
一年正趕上付曉爭的女兒誕生，自己忙得團團
轉，心裡卻始終惦記着張凱的媽媽盛汝芝。
付曉爭告訴記者，當時張凱生病前後共三年多時

間，為了給他治病，盛媽媽借了幾十萬元。付曉爭
擔心盛媽媽因為債務，生活過得不好。後來當付曉
爭抽出時間去看望盛媽媽時，卻發現他們所在村正
在拆遷，她搬走了。着急的付曉爭托人四處打聽，
最後終於找到了盛媽媽，得知盛汝芝用拆遷款還上
了借款時，他的心裡總算踏實了一些。

盛汝芝此前在合肥市一家民辦的座椅廠工作，
在張凱查出患病那年，該工廠被承包，盛汝芝每
月只有510元的政府補貼收入，日子過得緊巴
巴。盛汝芝告訴記者，要不是趕上村裡拆遷，還
不知道借的幾十萬什麼時候能還上。

考慮周全 視張母如親人
自從付曉爭找到盛媽媽之後，幾乎每周都去看

她，幫她買菜、帶一些生活用品。「並沒有很刻
意，人就是這樣，時間相處久了，感情自然而然
就深了。」付曉爭說，在他的影響下，妻子和女
兒也將盛媽媽視為親人，經常來幫忙做家務。
2007年，盛汝芝住進回遷房。付曉爭告訴記
者，那套回遷房是毛坯房，住着很不方便。付曉
爭想幫盛汝芝把房子裝修一下，但盛媽媽為了省
錢不願裝修。直到2012年，在付曉爭的多次勸
說下，盛汝芝打算裝修。幫盛媽媽湊錢、聯繫施
工隊、採買裝修材料，裝修的所有工作都是付曉
爭與妻子負責，前後忙了四個多月。而在裝修期
間，付曉爭更把盛汝芝接回自己家居住。
2014年，盛汝芝外出買菜不小心摔了一跤，

造成右腿骨裂，正在外地出差的付曉爭得知後，
急忙趕回合肥將她接到家中照顧，還專門為盛汝
芝找來當地治療骨裂的秘方。在付曉爭和妻子的
精心照料下，盛汝芝的傷完全好了，未留下任何
後遺症。付曉爭告訴記者，他的父母和妻子都特
別支持他，盛媽媽以後的生老病死，他會負責到
底。在接受採訪時，盛汝芝對記者感慨，她特別
知足，付曉爭不比親兒子差。

去年5月，付曉爭的妻子開了
家母嬰店，盛汝芝也過來幫忙
照看。付曉爭表示，盛媽媽自
己一個人在家他們不放心，來
店裡幫忙既能陪她說說話，又
可以幫他們減輕些壓力。從農
村走出來的付曉爭，如今的一
切都靠自己辛苦打拚得來。他
開過油罐車；當過出租車司
機；辦過幼兒園；做過婚慶；
後來還自學電力，跟朋友一起
做電力設備安裝。
問到家裡生活情況怎樣時，他

坦言說：「壓力山大！」付曉爭
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女兒一年補

課費要一萬元（人民幣，下同）
（約合港幣1.1萬元），兒子今
年剛上幼兒園也要近一萬元學
費，再加上一家人的生活開銷，
着實不是小數目。而妻子開的母
嬰店，剛剛走上正軌，並沒有多
少盈利。付曉爭稱，在一幫的同
學中，他是最辛苦的一個。付曉
爭現在會同時做幾份工作來補貼
家用。對於未來，他表示，希望
有機會能在電力行業進一步發
展，看着自己可愛的一雙兒女，
還有信賴並依靠自己的盛媽媽，
感到雖然辛苦點，但是很幸福很
值得。

付曉爭與張母的故事在當地被廣為流

傳，付曉爭一家人的善行也潛移默化地影

響着周邊的人，使更多的人自覺加入到助

人為樂的善行義舉之中。2016年5月，付

曉爭家所在的合肥市包河區常青街道凌達

塘社區發起了青年義工結對服務特殊家庭

活動，成立了凌大塘社區「曉爭孝心服務

隊」。作為領隊，他呼籲更多的義工加入

到關愛特殊家庭的隊伍之中。

據介紹，現在這支孝心服務隊的義工人數

已有20人，他們與社區的30多位失獨老

人、數個單親家庭進行結對幫扶，幫助他們

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服務隊的隊員們不

僅組織捐物、捐錢，還帶領大家開展聯歡活

動、帶老人們出遊等，通過深入人心的交流

溝通，拉近幫扶者和被幫扶者之間的距離，

鼓勵他們樹立戰勝困難的信心。

皖青代亡友行孝

百善孝為先。安徽省「80後」青年付曉爭，在同學張凱去世後，主動擔負起照顧

故友母親的責任，十餘年如一日，讓失獨孤寡老人盛汝芝重新感受到了人間的真

情，感受到了「兒子」的孝心，並逐漸走出了失子的痛苦，樂觀面對人生。付曉爭

用十餘年的堅持將這份「母子情」超越了血緣，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何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母子情」超越血緣 善舉感動周邊人
十年十年 心心報春暉報春暉

育兒女壓力大 打數份工貼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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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二次創業抱團發展
今年春節前夕，樟村人從全國

各地開着小汽車飛赴家鄉，二十
多個省份的車牌、相同的糯軟鄉
音讓往日寧靜的小鎮熱鬧不已。
然而，春節剛過，他們就如候鳥
遷徙般散落至全國各地，闖蕩生
活。玉山縣櫥櫃產業協會會長周
晨瑤告訴本報記者，玉山縣櫥櫃
產業園的建設可讓大家在家門口
闖蕩，抱團將玉山縣打造為「中
國（櫥櫃）全屋定製總部產業基
地」，目前這已得到數百家企業
的支持與響應。
據周晨瑤介紹，2017年1月25

日，玉山縣經開區管委
會、樟村鎮政府、玉山縣
櫥櫃產業協會三方簽訂合
作框架協議，建設玉山縣
櫥櫃產業園。
該產業園集櫥櫃研發、

生產、服務配套建設互聯
網銷售電子商務區、產品
研發區、原材料（板材、
五金、油漆等）生產供應
區、物流區為一體的綜合性櫥櫃
產業基地，項目建成後將實現年
產5萬套高檔實木櫥櫃全屋定製系
列產品。項目總投資8億元（人民

幣，下同），達標達產後年銷售
13億元，年創利潤額3億元，實現
稅收2,500萬元，可帶勞動力就業
2,000餘人。

吳有富說，在融入大城市後，
樟村櫥櫃人成立了櫥櫃協會。
「城鎮化進城加快、裝潢迭代更
新，櫥櫃行業還是有市場的，但
要全盤考慮。我的廠房在北京，
常因霧霾停工，儘管主打中高端
產品，但上升空間還不是很大。
在穩定目前業務的前提下，我與
幾個夥伴正往PVC膜(柔韌性好，
易成型，不易脆，無毒無污染，
應用於建材、包裝、醫藥等)方向
延伸，開辦飾櫥網，打造櫥櫃行
業B2B+O2O模式的垂直電子商務

平台，讓中小型櫥櫃企業實現低
成本轉型升級。未來我還將響應
家鄉政府號召，回老家建新廠
房，讓家鄉櫥櫃業形成真正意義
上的抱團取暖之勢。」
在玉山從事櫥櫃行業的張朝木

說：「我們企業從只生產櫥櫃門
到全屋實木定製品，比如櫥櫃、
衣櫃、酒櫃、木門、護牆板、線
條及雕花板等，原材料由本地木
材到美國紅橡木、白蠟木、櫻桃
木、花梨木、紅胡桃等。我們還
有專門設計研發款式的團隊。」

葉晟榮品牌設計顧問機構創意總
監葉小榮說：「2005年，因老鄉們
的櫥櫃設計、廣告需求，公司開始
涉獵傢具業的平面、網絡設計。
2009年已成為成熟的家居業品牌設
計顧問機構，辦公地設在北京和上
海。」
在他看來，櫥櫃人已難以概括玉

山人及上饒人，因他們已實現從櫥
櫃門板加工到全產業鏈延伸，再到
電子商務、建材生產、家居定製、
創意設計、企業管理、人才培訓等
行業變遷。

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十餘年前，內地房地產高速增長，帶動了以建築、傢具、裝潢等諸多下游行

業蓬勃發展。當時，地處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樟村鎮，70後吳有富在與朋友聊

天中嗅到商機，毅然放棄原本紅火的汽配生意，攜3個工人、5萬元（人民幣，

下同），赴北京從事櫥櫃門板加工。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後，他以「親帶親，鄰

幫鄰」的方式，讓200多位農民變老闆，其中數十人的資產高達千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樟村櫥櫃產業概況
鄉鎮面積 102平方公里

總人口 36,000餘人

從業人員及比例 9,000餘人，約佔1/4

行業產值 年產值達170多億元人
民幣，佔據內地櫥櫃行
業市場半數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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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有富指吳有富指，，樟村櫥櫃業已由從樟村櫥櫃業已由從
最初的櫥櫃門加工延伸至房屋整最初的櫥櫃門加工延伸至房屋整
套傢具定製套傢具定製。。 王逍王逍 攝攝

吳有富說：「新時代農民外出
務工，在追求一家人溫飽的同
時，也在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素
養，努力融入大城市。比如，我

是初中畢業，現在卻想着怎麼讓
櫥櫃搭上互聯網的翅膀走得更
遠。這在我們新一代身上體現得
更明顯。」
玉山縣櫥櫃產業協會會長周晨

瑤，是1988年出生的小伙子。他
的家族先後輾轉上海、江蘇、東北
地區創業，家族業務約佔遼寧省市
場的五分之一。在他看來，第一代
櫥櫃人創業經歷了風風雨雨，也給
新一代提供了無數寶貴經驗。「老
一輩櫥櫃人讓我們懂得拓展櫥櫃產
業縱深、團體意識、創新意識的重
要性。我們新一代人將創新櫥櫃品

牌，向櫥櫃全屋定製及定製家居方
向發展，打造中國櫥櫃全屋定製產
業基地。」
俞澤根夫婦在大學畢業之後，走

上了櫥櫃之路。他說：「我會管理
公司，可以請專業的人做櫥櫃。我
們公司主要從事家居定製，有自主
品牌，年產值達2,000萬元。」與
之不同的是，80後汪庭庭一直在家
鄉從事美髮，後在姐姐與姐夫勸說
下，投入40萬元櫥櫃行業，兩年便
回本。他說：「櫥櫃行業是一個很
有希望的產業，我非常看好，還會
加大投資。」

新世代續推動櫥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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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晨瑤立志創新櫥櫃品牌，向櫥櫃全屋
定製及定製家居方向發展。 王逍 攝

如今，在這個世界自然遺產地三清山腳下的
小鎮裡有櫥櫃行業從業人員9,000餘人，

規模櫥櫃生產廠家300餘家，櫥櫃生產銷售、
材料配件店近千家，遍及內地28個省市，年產
值達170多億元，佔據內地櫥櫃行業市場的半
數份額。

近萬人從業 年產值170億
作為樟村櫥櫃業的開山鼻祖，北京福達時代
木業有限公司、北京飾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長吳有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樟村鎮
有很多木工、漆工，他們的手藝很好，但都不
足以維持很好的生活。我能從樟村鎮走向首都
北京，是因為擁有一顆不安於現狀、渴望勤勞
致富的心。樟村櫥櫃業能形成規模並進行產業
鏈延伸，靠的是大家誠信做人、團結互助、搶
抓商機。」
櫥櫃是傢具業的一部分，是廚房中存放廚具
以及煮飯操作的平台，由櫃體、門板、五金件、
枱面、電器組成。吳有富說：「我們樟村人主要

加工門板，附加值並不高，最早有50%以上的
利潤，現在很難有超過15%的利潤。由於因房
而異，櫥櫃需要定製生產，這決定了櫥櫃業不會
產量過高，也不會存在壓貨的問題。所以，我們
樟村櫥櫃廠都能賺錢，只是多少的差異。」

首年賺40萬 鄉親紛入行
2001年，吳有富到北京租了一個300平方米
的廠房，3個工人負責生產，他負責拉業務，
業務是從零開始。「去建材市場拉業務時，對
方不認識我，我再三介紹和承諾，終於得到機
會。後來，當他們看到根據要求生產出來的產
品之後，就同意和我長期合作。通過這種方
式，當年我就賺了40萬元。」
次年，他決定擴大生產規模，從樟村帶了30
多個親朋好友加入此行業。他說：「當他們學
會加工流程和拉業務之後，我就鼓勵他們出去
創業。讓他們憑一己之力，當一個老闆。」目
前，樟村鎮已有9,000餘人從事櫥櫃業，他本
人亦受到鄰里鄉親的敬重，被稱為「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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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遠楷

神州有情小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