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理想不懈奋斗的80后夫妻
□ 陈俊张晓晖文/摄

有人说 80后是稚嫩的一代，没

有经历过50后的时代变迁，没有体

会过60后的艰难岁月，比起70后来

还缺少了一份责任感。但是，“年轻

不服输、有理想、有拼劲”，已经成为

80后的代名词。在高邮经济开发区

科技创业中心，就有这么一对为理

想不懈奋斗的80后夫妻：王连军和

李婷婷。近日，记者采访了这对年轻

的夫妻，听他们讲述创业过程中的

艰难与快乐。

王连军，1982年出生于高邮周巷

的农村，毕业于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国

际贸易专业。李婷婷，1983年出生，是

个地道的湖北妹子，毕业于天津财经

大学会计专业，是注册会计师。就是这

么一对怀揣着梦想的80后夫妻，为了

自己的爱情和理想，放弃了大城市优

越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回到家乡创

办江苏盛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为梦想自主创业

记者见到王连军时，有点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个带着眼镜、

系着围裙在车间生产线上忙碌的小

男生，难道就是江苏盛宏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连军？

“最近任务紧，只要有时间我就

来跟他们帮忙。”看到记者，王连军有

点不好意思，忙解下围裙，向记者介

绍起公司的情况。目前，他们公司有

30多名员工，基本上都是80后，平均

年龄30岁。

作为公司的“领头羊”，31岁的王

连军就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着公司里

的每一位员工。公司的总体规划设

计、重要决策都离不开他。采访中，公

司成员都毫不吝啬地夸赞他们的“头

儿”王连军：“工作中的他很认真，是

我们的老大，带着我们共同前进。生

活中他像大哥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们。”“他时常到车间跟大家一起工

作、交流，帮助我们减轻工作中的压

力，我们工作起来很轻松，也有干

劲！”……

“我们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王连

军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凭借整个

团队的齐心协力，公司一定会越来越红

火。”

争取一切机会提升

“有梦才能有动力，有爱就会有

奇迹。”谈及自己的创业经历，王连军

告诉记者，2002年大学毕业后，他跟

大多数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样，进入

了上海一家光伏企业从事销售工作。

“当时，正是国内光伏产业的上升时

期。”

因为工作需要，王连军经常辗转

于北京、上海等地。他告诉记者：“虽

然在大城市做白领收入不低，但是我

常感觉到大城市喧嚣陌生的生活环

境和沉重的工作压力，相对而言，我

更喜欢家乡熟悉的风土人情。在我看

来，高邮更适合我。”

于是，理智的王连军给自己的将

来作出了这样的规划：锻炼好自己的

工作能力、学习交往能力，待条件成

熟后回乡创业，创办自己的公司。为

了实现这一计划，王连军发扬了农村

孩子特别能吃苦的精神。除了积累销

售方面的经验，他还经常深入工厂车

间学习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争

取一切机会，锻炼和提升自己的综合

能力。

一次参加朋友聚会时，王连军认

识了同样在上海打拼的湖北姑娘李

婷婷。“说实话，她比我优秀，当时她

已经取得了注册会计师资格，在森马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总部做会计。”不

服输、有理想、有干劲的小伙子王连

军很快打动了李婷婷的芳心，而王连

军创业的规划，也悄然改变了这对年

轻人的人生轨迹。

有爱就会有奇迹

2010年3月，王连军辞去稳定的

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和很多创业者一样，初期资金和

经验的缺乏成了头等的难题。经过市

场调查，王连军选择到高邮经济开发

区科技创业中心，从事太阳能电池组

件生产加工业务。为了节约资金，王

连军自己动手，收购低价的设备回来

安装，每天和工人们一起起早带晚和

水泥、刷墙面，晚上就睡在空荡荡的

厂房里……两个月后，暂租的1.08平

方千米厂房内部装饰、设备等完工，

公司终于可以简单地运作。2010年5

月公司正式投产，王连军向梦想迈出

了第一步。

王连军原本以为，一切都将按照

自己的规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然而

始料未及的是，不久整个光伏行业就

迎来了艰难的调整期，内外交困。“从

过热到突然冷却，光伏行业的众多企

业为了熬过寒冬，都开始了不同程度

的探索与转型。”尽管王连军事先做

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困难比想

象中要严峻。

最先摆在王连军面前的就是经

验和知名度的缺乏。自己刚开始管理

公司，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公司又刚

起步没有太大的知名度，一开始很难

受到客户的青睐。几个月下来，眼看

辛辛苦苦投入的资本和心血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现实和梦想的距离实

在太遥远了。但是王连军心中始终憋

着一口气：已经没了退路，必须咬紧

牙关拼下去！

家庭事业双丰收

“4个多月时间没见，他变得又黑

又瘦，我简直认不出他了。”见到王连

军时，李婷婷特别心疼，为了帮助爱

人，她放弃了在上海森马集团有限公

司优越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义无反

顾地来到高邮。

“有困难我们一起克服！”王连军

的大学校友赵海斌也特别给力，他从

老家江阴来到高邮，加盟了王连军的

公司，负责公司的技术；跟王连军关系

特别铁的高中同学也加入公司……熬

过了最难的时期，王连军像珍惜自己

的家人一样珍惜着每一位员工，把所

有的爱和关心全都给予他们。生产、检

测、反馈，每一关他都严格把关。努力

终究没有白费，到2012年底，公司员

工从3人增加到30多人。

伴随着事业的发展，两人的感

情也日渐升温，2011年底，两人踏上

了婚姻的红地毯。这对年轻的夫妻早

早褪去80后的稚嫩，扛起生活的重

担，走上自主创业的艰辛道路。

2012年王连军和李婷婷的女儿

出生了，小生命的降临给这个 80后

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一提到自

己的女儿，李婷婷的眼眶就泛红了：

那个时候她还在月子里，公司渐渐有

了一点小名气，业务多了，丈夫和员

工们工作非常艰辛。看着丈夫忙碌的

身影，回头再看看嗷嗷待哺的女儿，

李婷婷也犹豫过，但是为了支持丈夫

的事业，她很快回到公司，走进车间

同大家一起工作。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们把对女儿的爱和愧疚深深藏在

心里。

付出终有回报。如今，江苏盛宏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业内获得了良

好的口碑，公司经营也开始走上正轨，

两个80后年轻人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既然已经开始了，就一定要坚

持下去，要成功就绝不能轻言放弃。”

如今的王连军，对公司的将来又有了

新的规划：“凭实力我们跟大型的光

伏企业不能比，我们的市场主要面向

发展中国家。”

有梦才能有动力，有爱就会有奇

迹。这对怀揣着梦想的80后夫妻，正

用他们的执着和努力来诠释着自己

的爱和理想，不断为创造属于自己的

幸福蓝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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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身边的……
———访磁卡收藏爱好者师灼成先生

□ 任仁文/摄

10年前，李汝芳、夏宏绪两人合

作撰写的《老镜头》一书，客观真实地

记述了 20世纪 40年代高邮地区农

家人的经济生活、饮食起居以及所使

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为生活在

新世纪的人们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

状况，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

如今的社会，已进入“e”时代10

余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领取工

资、乘公交地铁、吃饭洗澡、缴水电

费、话费充值、问医购药……都可用

磁卡“一刷了之”。然而，磁卡升级换

代的周期愈来愈短，使用频率愈来

愈高，渗入人们生活的领域亦越来

越多。这是记者于近日在采访我市

磁卡收藏爱好者师灼成先生后的感

想之一。

年过花甲的师灼成先生衣着朴

素，不时髦，更不新潮，用他自己的

话说：“生活得很传统。”这么一位很

传统的人，为什么对“磁卡”这一新

潮、时髦的玩

艺 如 此 入 迷

呢？

10 多 年

前，我市邮电局

首次向社会公

开销售电话磁

卡。那时，师灼成在单位里负责财务

工作，比一般人更早接触到这一新生

事物。

师灼成说，当时磁卡的出现，从

单位管理的角度出发，可以有效地

控制电话费用。一个部室一部电话

机，科室内工作人员每月领取一张

电话磁卡，各人“承包”自己的费用。

因此有人调侃地说，邮电局销售电

话磁卡是为了方便用户和扩大业

务，想不到也为企业管理带来了有

效的调控手段。就是从那时起，师灼

成萌生了收集磁卡的念头。

师灼成说，一开始他并没有重视

磁卡，但随着后来磁卡越来越多，画

面设计越来越精美，这时他才意识

到，这些磁卡不是同邮票、火花、烟花

一样吗？聚少成多，积腋成裘，收集它

不是也很有意思吗？于是，师灼成向

同事们说：“你们今后电话费用完了，

磁卡不要丢掉，送给我玩。”此话一

说，单位里许多同事从抽屉里、皮夹

里、皮包内……翻找磁卡，都送给师

灼成。有些同事还回家找，并向亲朋

好友询问。一时间，师灼成的收藏颇

丰。

现在，师灼成收藏的磁卡有万余

张。家里的车库里麻袋叠了一堆，精

品磁卡就用磁卡定位册一本本装好。

记者花了半天功夫，也只是欣赏了他

收藏的“冰山一角”。

师灼成闲暇时把磁卡按生肖、花

卉、书法、戏剧、名胜、人物（又细分为

领袖人物、文学人物、军事人物等）、

古代建筑、体育运动等系列分门别类

地整理收藏。

记者请师灼成介绍藏品时，他指

着一张“小猪弹钢琴”的电话磁卡说：

“这张磁卡很珍贵。”这是张1995年

的“乙亥年”电话磁卡，说它珍贵，一

是它是电话磁卡中的“首轮生肖”第

一枚；二是这种磁卡随着电话机的升

级，提前结束了使用周期，但邮电部

门对还未使用完费用的磁卡，按价回

收或换给同等费用的新磁卡。因此，

这种磁卡存世量不大，基本上都被回

收了。

师灼成还向记者介绍了一些异

形磁卡。他说，收藏的这些磁卡记录

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

许多年前，记者对市文联中的

“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收藏界人士

为会员还有些不理解，通过观摩师灼

成收藏的许许多多的磁卡，记者感悟

到，如果没有人民大众生活中使用的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实物为基础，

那样的“民间文艺”如同海市蜃楼。这

是采访的感受之二。

也正因为有此认知，记者才感受

到，李汝芳、夏宏绪二人在《老镜头》

中为读者留下现在已退出人们生产、

生活视线中的磨盘、石碌、草窝子、线

锤子、草鞋、蒲鞋、钉鞋、煤油灯、汽油

灯、烫壶等等的实物图片资料之用心

良苦。

可以说，李汝芳、夏宏绪撰写的

《老镜头》中退出人们生产、生活视

线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是上世

纪“70后”所不知晓的。如今社会的

进步千真万确地是日新月异，10多

年前使用的“大哥大”手机、数字

BP机、中文 BP机、四通打字机、传

真机已从我们的身边“退休”，一去

不复返，其更新换代的频率可以说

是“马不停蹄”“穿梭不息”。相比较

而言，《老镜头》中“退休”的物件，

是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周期。而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物件，大有稍纵

即逝的态势。因此，让我们像著名

作家冯骥才和身边人师灼成那样，

留住身边的生产工具或是生活用

品，为后人认知社会的发展做些举

手之劳。

图为师灼成先生收藏的一些磁卡

师灼成先生向记者介绍他的收藏

王连军和李婷婷两人在车间内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