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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藏蓝色风衣，一条浅色牛
仔裤，扎一条低马尾，刘瑞敏的穿着
朴素又干练。个子不高，一双深邃
的眼眸，透露出难以言说的果决与
坚定，刘瑞敏给我的印象，完全符合
没见面前我对她的预想。

在刘瑞敏公司的办公室里，我
带着好奇和钦佩之情，听这个比我
还小几岁的女孩儿，讲她从一个家
庭主妇成长为女企业家的故事。

刘瑞敏是陕西人嫁到了山西。
结婚时，没房没车，刘瑞敏一点也不
担心。她和丈夫孙永强都是敢想敢
干的性格，两人坚信，只要肯吃苦、
肯奋斗，一切都会有的。

丈夫孙永强在离石经营一家广
告公司，特别忙。儿子出生后，刘瑞
敏便没再出去工作，一门心思地照顾
孩子，操持家务，当起了家庭主妇。
刘瑞敏每天一个人照顾孩子，孩子体
质不好，总生病，她每天白天熬了晚
上熬，到处跑得给孩子看病。每天蓬
头垢面，没时间收拾自己，半年下来，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整个人憔悴了不
少。丈夫每天回来累得倒头就睡，她
又没有朋友，没地方倾诉，人变得敏
感，易怒，焦躁起来，那段时间几乎快
抑郁了。就那样咬着牙熬了三年，儿
子满三周，上了幼儿园。

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后，刘瑞敏开
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在令人窒
息的三年家庭主妇生活里，她每天只
知道围着锅碗瓢盆转，眼界变得狭
窄，人也变得不自信。再这样下去，
她都看不起她自己。“我不甘心，这样
的生命状态不是我想要的。我得重新寻找我自己的道路。”

大专时，刘瑞敏读的是财会专业。带孩子几年下来，会计
专业方面的知识都快忘得差不多了。而且，书本上学的和当
下会计行业要用的也不一样。于是，在 2017年新年后，刘瑞
敏报了一个会计培训班，集中学习了三个月。之后，她成功入
职了一家财税公司。工作后，刘瑞敏特别努力，工作干得很不
错，老板对她也很好。

“但我就是那种不服输的性格。为什么我就只能给别人
打工？为什么我就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公司？我一定要干出
一番事业来。”拷问了自己几天后，刘瑞敏毅然选择从那家公
司辞职，注册了自己的财税公司。在写字楼里租了一间四五
十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一个人便干了起来。

她白天在街上发传单，跑业务，晚上孩子睡了，才开始工
作，时常干到半夜两三点。虽然很累，但浑身充满了干劲。两
年时间里，她开着车跑了六万多公里。因为诚信、专业，公司
逐步有了稳定的客户。她开始招了员工，开始是两三个，后来
加到七八个。“我就是要好好拼一把，拼出我想要的人生来。”

“公司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要有健全的管理。我时常跑到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去学习同行先进的管理经验。财税是
个变化比较快的行业，我作为公司的领头人，要保持一定的前
瞻性，为此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刘瑞敏说。

靠着这份拼劲儿，干劲儿，刘瑞敏公司的规模逐步扩大，
办公场所从原来的四五十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三四百平方
米，有了独立的营销部、财务部和审计部三个部门，有员工十
四人，有大小客户 500多家。看着公司稳步发展，刘瑞敏感觉
特别充实。“人生之路总是有起有落，只要你积极进取，努力向
上生长，终会拼出精彩人生。”采访结束时，刘瑞敏感慨地说。

“来，小心些，慢慢地活动……”
“大家一起出来活动活动……”
在柳林县薛村镇小成村的懿星养老

服务中心，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院落
里，张改连早已忙碌起来。她身着整洁
的制服，脸上洋溢着亲切的笑容，一会儿
为老人整理床铺，一会儿为他们准备早
餐，一会儿带领大家做运动，她的动作熟
练而轻柔，仿佛怕惊扰了这清晨的宁静。

“张院长啊，真是个好人！”老人陈全
清感慨地说。他记得，有一次夜里突然身
体不适，张改连得知后，第一时间赶到他

的房间，不仅细心照料，还及时通知
了他的家人，将他送到医院治疗。

今年 52岁的张改连与养老事
业 的 结 缘 ，源 于 一 次 生 活 的 巨
变。多年前，新房修建时房屋倒
塌，丈夫不幸受伤，无法再从事重
体力劳动。家中的三个孩子还在
上学，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
气来。为了谋生，她曾打过零散
工，但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
家庭的需求。

然而，张改连并没有向命运低
头。她听说吕梁山护工培训不仅
免费，还能学到一技之长，更重要
的是还能推荐就业，挣得工资也比
较高。于是，她毅然报名参加了培
训。在培训期间，她认真学习，努
力提升自己的护理能力。一个月

后，被推荐照顾一位不自理老人，这份工
作不仅让她的生活有了保障，更让她找
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2019年，张改连被聘为懿星养老服
务中心院长。她深知，这份工作不仅仅
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她用心照
管着养老服务中心的每一个细节，从老
人的饮食起居到日常娱乐活动，她都亲
力亲为，确保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这里享
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为了提高护理服务水平，张改连经

常前往太原、吕梁等地学习专业医护知
识。她不断琢磨、研究，积累养老服务
经验，努力为老人们提供更专业、更贴
心的服务。在她的带领下，养老服务中
心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老人们的满意
度也越来越高。

在养老服务中心里，张改连不仅是
院长，更是老人们的知心朋友。她经常
与老人们拉家常、聊心事，了解他们的
需求和困难。对于那些失能、半失能卧
床的老人，她更是付出了双倍的耐心和
细心。她亲自为他们擦洗身体、更换衣
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张改连已经在养老行业工作了六
年。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老人们带来
了一丝温暖和关爱。她的付出也得到了
社会的认可和赞誉，但对于她来说，这些
荣誉和赞誉并不重要，她最在乎的是老
人们的幸福和安康。张改连说：“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
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

阳光下，懿星养老服务中心的院落
里洒满了金色的余晖。张改连站在院门
口，望着那些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聊天
的老人们，脸上露出了满足而幸福的笑
容。她知道，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
她为老人们带来了幸福和快乐，也为自
己的人生增添了无尽的色彩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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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万福任万福：“：“鸵鸵””起勤劳致富路起勤劳致富路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讯员 李海凤

张改连张改连：：以爱筑家以爱筑家 情暖养老院情暖养老院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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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原产于非洲，是世界上现存体
型最大的鸟类，因其羽、皮、肉、蛋有很
高经济价值，且具有生长快、易饲养、抗
病力强等优点，被广泛驯养。交口县康
城镇支进村的养殖户任万福，这几年就
是大力发展鸵鸟养殖业，“鸵”起了勤劳
致富路。

季春时节，阳光和煦。走进交口县
康城镇支进村养殖户任万福的鸵鸟养
殖场，围栏里一只只鸵鸟在春日的暖阳
下悠闲地踱步、觅食、嬉戏。还没进门，
几只“大长腿、大眼睛”被圈养在围场里
的鸵鸟们，伸着长长的脖子东瞧瞧西看
看，每次看到主人任万福一来，这些大
家伙们就格外的兴奋。

前些年，任万福了解到养鸵鸟效益
不错，并且它以食草为主、精饲料为辅，
生长快、易饲养、抗病力强，属于新兴养
殖行业，市场前景非常好，便萌生了养
鸵鸟的想法。当年就购买了 60 多只鸵
鸟苗，开始了养殖鸵鸟的创业之路。

当时缺乏养殖经验的任万福也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为了尽快掌
握养殖方法，提高经济效益，他刻
苦钻研养殖知识，逐渐摸索出一
套独有的养殖模式。“别看鸵鸟个
头不小，一天就喂养两次，蔬菜、
野草或粉碎后的秸秆都可作为饲
料，而这些‘饲料’在农村遍地都
是，严冬酷暑也无需特殊护理，省
时又省力。”任万福说，头一年我
养了 60多只鸵鸟，养了一年多，卖
了 30多只，卖了六七万元。

“一只鸵鸟重 200多斤，每斤售
价 20元左右，成年母鸵鸟第一年可
下 20枚至 30枚鸵鸟蛋，仅养殖一
项，每只鸵鸟一年就可以有 4000元
左右的纯收入。”提起养殖鸵鸟的
收入，任万福高兴地合不拢嘴。

“你看，这是我家的鸵鸟蛋，一颗有
2 斤 8 两到 3 斤，价格是 200 元左右。这

鸵鸟蛋吃了以后，蛋壳还可以做工艺
品 ，不 仅 营 养 价 值 挺 高 ，还 能 利 用 回
收。”任万福手里拖着鸵鸟蛋对记者说。

“鸵鸟浑身都是宝，不仅鸵鸟肉、蛋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就连鸵鸟的羽毛、
皮、腿骨等都可以回收利用，甚至鸵鸟
油也是化妆品的重要原料。”说起鸵鸟
来，任万福如数家珍，这掉下的毛一斤
能卖七八百元。人家要来拔毛的话，就
可以卖到 1000 多元，肉卖 60 元左右一
斤，就连骨头这些都可以卖钱。

任万福在养殖的同时还不误家地里
的农活，不仅增加了收入，还找到了致富
的门路。“接下来我还要扩大养殖，多养一
些。不仅要自己养殖，还要带动周边的群
众一起来养殖，鸵鸟养殖挣钱啊，自己种
上地再养上鸵鸟，‘两条腿’走路轻松嘛！”
这也是任万福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心愿。

任万福拣拾鸵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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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改连扶着老人在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