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说

小紫的班主任骆老师告诉记
者，这次高考小紫的成绩是全班
第二，整个高中期间小紫一直品
学兼优。小紫是一个特别坚强的
孩子，一直都非常渴望用自己的
努力改变家庭命运。

“这么多年来家庭遭遇的困
境，多少还是让小紫有些自卑、内
向，身上的包袱对于小紫来说太
过沉重了。希望小紫在未来能够
放下包袱再接再厉，前途必然是
光明的。”骆老师说。

▲小紫在简陋的厨房里。
记者/贺天鸿 摄

连受打击 她渴望用努力改变命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

贫困生档案
编号：011
姓名：小紫
性别：女
高考分数：542（物理类）
毕业学校：醴陵市第四中学
高考志愿：湘潭大学、湖南
科技大学
家庭情况：母亲患有精神疾
病，且需要不断服药维持。
家庭收入水平低，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记者走访纪实

近日，记者与醴陵市阳光志愿
者一同前往醴陵市贫困生小紫（昵
称）的家中。第一眼看上去，小紫
明显相较于同龄人瘦弱很多，她看
到记者一行人，显得有些手足无
措。小紫家中的生活用具非常陈
旧杂乱，厨房里也没什么食材，甚
至没看到什么像样的电器。

多年前，小紫的哥哥在路过
河边时突发癫痫，不幸落水溺
亡。亲人的不幸离世，给小紫的
母亲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导致小
紫的母亲患上了精神疾病，不但
生活无法自理，甚至基本无法与
人正常交流。目前，小紫的母亲
已被诊断为二级精神残疾，且需
要不断服药进行维持。

小紫父亲在附近的鞭炮厂当

计件临时工，收入虽然微薄却是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面对家庭
遭遇的不幸，小紫不愿多谈，简单
介绍了几句之后，便起身走进厨
房准备做家务。可记者发现，空
荡荡的厨房里调味料仅有一罐
盐。

“妈妈发病之后会往外跑，我
也要去找妈妈。家里反正也没
人，所以经常不开火。”小紫尝试
缓解尴尬的气氛说道。

“我有手有脚的，我可以自己
去赚钱……”提起大学的学费问
题，小紫的眼神一下就变得坚定
了起来。小紫表示，虽然现在读
书的费用仍是大半没有着落，但
是她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而且已
经做好了打工养活自己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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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纪实

▲小畅知道，只有自己有出息才
可以照顾整个家。 记者/谢嘉 摄

小畅从小就成绩优异。父亲生病后，他告诉自
己，无论有多么困难，都必须努力学习。最终，他通
过自主招生从县城进入市区高中。高中寄宿后，他
学习更加勤奋，早上经常第一个去教室晨读，晚上熄
灯了还会借着走廊灯看书。学习虽辛苦，可小畅却
舍不得吃，穿着也很简单。

万幸的是，小畅顶住了压力，拿到了物理类643分
的成绩。当我们问到选的什么专业时，他有点自豪地

说：“会计，是厦门大学实力比较强的专业，也是比较
好找工作的专业。”小畅说，这些年自己感受到了很多
善意，比如亲朋的帮助，学校对学费的减免，等以后有
能力了，也会将这份善心传递下去。

“其实有些别人眼中的苦难，在我看来只是人生必
须经历的过程，生活中的有些问题，换个角度看就会发
现不一样的风景。”小畅坚信，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好。

懂事的他，顶住压力考出643分

贫困生档案
编号：010
姓名：小畅
性别：男
高考分数：643（物理类）
毕业学校：株洲市二中
高考志愿：厦门大学
家庭情况：父亲因病无法工作，低
保家庭。

小畅（昵称）原本有一个普通而温馨的家，虽不富裕，但生活还过得去。6年前，父亲神经衰弱到严重失
眠，导致无法工作，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家庭陷入困境。今年，小畅高考获得643分，但学费、生活费带来的压
力让他和家人愁眉不展。

小畅的家在渌口区，一个老式楼梯房的4楼，有
三个房间，陈旧的家具和一台小电视，能看出这个家
很久没有添置大件物品了。

“我还没出生时，爸妈凑钱买了这个房子，从我
懂事起，房子里的东西一直都没怎么变过。”小畅说，
家中没有空调，这阵子天热，自己倒是不怕，就是担
心晚上父亲失眠情况加重。小时候，小畅家的日子

过得还不错，如果不是 2016 年父亲身体突然出状
况，也不会这样困难。

那时，为了治好小畅父亲严重的失眠症，从本地
到外地，从西医到中医，都努力试过，成效仍不明
显。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他们还向亲朋好友借
了钱。现在，家里稳定的经济来源是低保和母亲打
零工的收入。

爸爸生病，家中顶梁柱垮了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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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舞蹈梦，旋转起舞就是
小琪一生的信仰与热爱。现实的凄风苦雨，并
没有浇灭女孩心中的梦想，她从书籍中汲取前
行的力量，学会苦中作乐，努力追寻着光的方
向。这个来自贫寒家庭的舞蹈少女身上有着
耀眼的光芒，远超同龄人的刻苦自律，让人感
慨而起敬。在所有人的关爱下，我们相信，小
琪能够载着自己的梦想起飞，“无所不能”。

心怀感恩 男孩考出643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小琪（左）和妈妈。记者/杨凌凌 摄

记者走访纪实

老师说

家境贫困 她仍努力追逐舞蹈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贫困生档案
编号：012
姓名：小琪
性别：女
毕业学校：株洲市八中
高考分数：文化+专业总分
672（舞蹈类）
高考志愿：福建大学、三峡大学
家庭情况：弟弟有先天性心
脏病，父母收入水平低。

7 月 17 日上午，在渌口区育
红小学附近的一处民宅，记者见到
了小琪（昵称）的妈妈陈小平。她
正在为女儿读大学的学费发愁，

“学跳舞肯定比一般的文化专业要
贵，实在不行我打算把房子卖了。”

小琪的父亲患有骨质疏松，
干不了重活，只能在饭店打工。
妈妈在多地辗转打零工，情况好
的时候一个月能赚2000元，情况
不好的时候可能几个月没有收
入。小琪还有一个 6 岁的弟弟，
出生后就被查出有先天性心脏
病，需要常年吃药。

因为夫妻俩收入微薄，又要
供女儿上学，全家人一直是省吃
俭用，为的就是能够减少外债，减
轻生活负担。

当女儿的高考成绩公布后，
夫妻俩除了为女儿高兴外，还对
女儿的第一年大学学费犯愁。“不
管多难，只要女儿能成才，就是砸
锅卖铁也要供她上大学。”小琪的
母亲说。

因为家境贫困，小琪深知只
有知识才能改变她的命运和家庭
的命运，所以她在学习方面化压力
为动力，学习十分刻苦，从来不敢
懒惰松懈。

记者采访时，小琪恰好不在
家。妈妈说，女儿在高考结束后，
就跟同学一起去河西打暑假工
了。每天早晨9点出门，晚上6点
回家。“女儿很懂事，知道家里经济
条件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攒一些
大学的生活费。”小琪的妈妈说。

小琪的老师
说，小琪舞蹈天
分很好，人缘好，
属于“乐天派”的
个性，成绩在班
级 也 是 名 列 前
茅。

失败不可怕，躺平才可怕
讲述人：曹女士 41岁 个体工商户

“人生只有一次，但是可以活出很多种可能，拥有
精彩多面的生活。”曹女士喜欢折腾，希望给自己提供
更多的选择。

2008年，曹女士从亲戚那接手一家茶餐吧，和丈
夫一起经营。十多年来，丈夫炒菜，她跑堂，夫妻俩兢
兢业业把这家200平方米的茶餐吧，经营成街道上的

“明星餐厅”。
不安于现状的曹女士，想要尝试更多。2017年，

她又投入30多万元，盘下隔壁的一家水果店。
隔行如隔山。刚跨入水果行业，曹女士也走过很

多弯路，在分辨货源、摸清价格行情等方面吃过不少
亏。后来，她及时调整了方向，每天晚上开车去长沙
进货。

“虽然很辛苦，但是能拿到更新鲜的水果。”曹女
士每次去进货的时候，都会在口袋里装点零食，在和
人聊天的时候送点给别人吃。一回生二回熟，慢慢
地，她在市场里也结交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会告诉
她什么货好，什么品次的货值得主推等。

到2020年，即使面临突然爆发的疫情，水果店也
发生了逆袭，从亏损扭转为盈利。

但是在开始盈利的时候，曹女士又做了一个让身
边人十分不解的决定——转换赛道，选择开一个相对
安静的窗帘店。

“开水果店很累，经常要一个人深夜开车到长沙
进货，曾因为疲劳，有好几次差点出车祸。”曹女士说，
再加上要照顾即将上小学的女儿，想要为她提供一个
更安静的环境。

思考两个月后，她瞄准了窗帘店。首先，投资窗
帘店成本低，其次环境相对安静，可以给小孩提供一
个学习的环境。

在前期考察、准备阶段，曹女士还利用空余时间，
考了一个缝纫工资格证书，学习、研究当下流行的元
素、款式。“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只要做好准
备，用心经营，就会有回报。”曹女士说，目前，窗帘店
的订单已排到8月底。

回想创业的这些年，有收获，有成长，也有挫折，
交过学费。曹女士说，“这就是人生吧，要找到自己的
方向，去学习，去努力。”

如今，虽然每天围着茶餐吧、窗帘店忙前忙后，
还要照顾小孩，但曹女士还会挤出时间来学习。这
些年，她通过看书自学，在B站上买课程学习，考

取了质量员证书、安全员证书，现在正在备
考建造师证。

“失败不可怕，躺平才可怕。”
曹女士说。

A09

2
0
2
2

年0
7

月1
8

日

星
期
一

责
编/

刘
芳

美
编/

刘
昭
彤

校
对/

袁
一
平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创
富

创业的那些遗憾与不甘
策划/刘小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实习生/王蓉

今年，我市大力开展
“市场主体培育年”活动，构建市场

主体梯度培育体系。到2024年，全市市场
主体要突破50万户，企业力争突破15万户。

创业其实就是一场修行，只有极少数人能抵
达梦想的彼岸，而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

实。尤其是这几年，在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多重因
素影响下，不少创业项目按下了“暂停键”。可即便人
人都深知可能会困难重重，还是有人在这条路上，前
赴后继地奔走着。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那些消失的创业者都去
哪了？他们的创业为何没能活下来？在败退的

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哪些纠结、无奈、遗憾与
不甘？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创业者，希

望通过他们的真实创业故事，给你
带来一些启发。

1

管事的人太多，比疫情冲
击更可怕
讲述人：刘映阳 30岁 火锅店老板

“我的初衷是掏点钱加盟一
个火锅店，想着只要把合伙人找
好，自己当甩手掌柜，但完全行不
通。”刘映阳说，自己创业失败不
是因为疫情这只黑天鹅，而是因
为管事的人太多，不可控的亲戚
插手管理、“垂帘听政”。

2020 年底，刘映阳和表弟商
量合伙做点生意，最后选择加盟
一家鱼火锅。筹备了几个月，投
资了几十万元，店铺在12月底开
张。

“开业没多久，因为家里有
事，我就没管店里的事。”有一天
晚上，店员打电话给刘映阳说，

“店里有人闹事，闹事的人是你表
弟的妹妹和妹夫。”

刘映阳和表弟虽说是合伙人
关系，分别占 40%、60%的股份，
由于表弟在外地工作，刘映阳负
责一线管理。但是，这家两百多
平方米的火锅店，表弟找了很多
亲戚参与到火锅店经营，还分给
他的妹妹、妹夫、爸爸、妈妈一些
股份。

“结果是管事的人太多，每个
人都有话语权，尤其是他的爸妈
总是出各种主意。”刘映阳和表弟
说，“你那边关系太复杂，管不
了。”

表弟也曾向他承诺：“找机会
把他们清理出去。”

但刘映阳始终觉得，就算赚
不着钱，也不要把关系搞得太僵，
所以，也纵容了很多行为，在管理
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惨的是，受疫情的影响，生
意好的时候，每天有进账，会掩盖
一些台面下的分歧，一旦面临困
境，这些隐藏的问题就会被放
大。刘映阳这才清醒，不仅低估
了这个行业，也低估了人。

创业期间，刘映阳能明显感
受到这些亲戚传递的负能量。“虽
然这次创业是合伙，但让人感觉
很孤独，带不动。”刘映阳心中有
不甘，最终还是决定放弃。

对于一个创始人而言，可能
只有一种成功的活法，却能有一
百种失败的方式。刘映阳分析自
己失败的原因：“我这次太鲁莽
了，以后如果再创业，宁愿自己来
也不跟人合伙了，除非是患难兄
弟 或 者 是 信 任 度 极 高 的 朋

友。”

关店那天，开心和不愉快
像放电影似的过了一遍
讲述人：李哲 35岁 私人影院创
业者

大学期间，李哲主修新闻传
播专业，还选修了视频制作专业，
梦想以后做电视、做电影。毕业
后，她如愿在影视公司担任编剧
工作。

2017 年，因家里的原因，李
哲回到株洲工作。经过考察、调
研，她选择创业——开一家私人
影院，也算是一份和梦想挨得比
较近的工作。

开业后，李哲每天的生活围
绕着影院转，生意好的时候，甚至
要忙通宵。

“说实话开店很累，但是和上
班的累不一样。”李哲回忆，上班
总感觉有人管着，不太舒服，但现
在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一门心思
想着多赚钱多开店，就不觉得累
了。

因为店开在市中心，能保证
客流量，客人的反馈也不错，经营
状况比较理想，也赚了一些钱。
当时，李哲想着，等第一家店的情
况稳定之后，再去开下一家店，那
时的终极目标就是开连锁店。

正当李哲满怀期待、充满干
劲的时候，疫情来了，客流大幅减
少，店铺经营状况也跟着受影响，
一年的房租到期我就不干了。

“关店的时候有很多不舍，毕
竟这是自己用心经营的店。”李哲
说，在这家店留下的开心和不愉
快都像放电影似的过了一遍：

第一天开业时，本以为会有
很多人来，但是人很少，来的第一
波客人是一对情侣，两人在选片
过程中一直闹别扭。虽然明知道
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但还是会
觉得沮丧和自责，因为我就想让
来店里的客人都高高兴兴地观
影。

开店过程中最高兴、印象最
深的一天就是同时来了几批客
人，导致包厢不够用，要排队等。
后来，我在大厅的屏幕上放了一
部《泰坦尼克号》免费让客人看，
有很多情侣干脆点了饮料，坐在
大厅看片子。

这次尝试，让影院留住了很
多客人，也让李哲认识了很多爱
电影的朋友。她笑着说：“开店的
幸福，就是这么细小而简单。”

李哲创业的本金是前些年工
作挣的积蓄，因为这个店赔进去
10 多万元。关掉店，她觉得是及
时止损，虽然店关了，但开店的梦
想还在，等状态恢复后，还是会
继续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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