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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长明：

廖合友：

今年 69 岁的彭长明是镇坪县书法协会会员，
数十年临池不辍。 本应颐养天年，却心怀公益，继续
在镇坪县钟宝镇塘坊坝社区发挥“余热”，投身公共
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 给书法爱好者们提供相互交
流学习的平台，点亮中国传统文化的“墨韵之光”。

镇坪县钟宝镇位于陕西、 湖北和重庆交界的鸡
心岭脚下，自古以来，这里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十分
活跃。 当地书法艺术爱好者众多，却一直缺少一个专
业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彭长明便向社区党组织报告，
决心发挥专长为书法艺术做点贡献。 通过深入调查，
走访社区文化能人，发动居民广泛参与，他组建了社
区书法队伍，广泛招募“书法进社区”文化志愿者，积
极推动文化志愿者下沉基层志愿服务活动。

在彭长明的不懈努力下， 社区书法队伍逐渐壮
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 他们中有的是书法
爱好者，有的则是初学者，但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让他
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多年来，彭长明
组织开展义写春联、“大手拉小手 共庆祖国华诞”、
陕渝象棋大赛书法创作等活动 23 场次。 通过定期举
办学习创作交流活动， 创作出许多传播正能量的好
作品。 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达到寓教于乐的效
果，深受社区群众的喜爱，极大地满足了辖区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彭
长明的书法交流平台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学习书
法的机会，更成为连接社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 通过
书法学习，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社区凝聚
力和文化氛围得到了显著提升。

书法进社区交流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后， 彭长明
也认识到书法艺术教育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
彭长明便利用自己在书法领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丰
富的教学经验， 每周定期在塘坊坝社区内开设书法

公益课堂。课程内容涵盖书法基础知
识、笔法练习、结构章法、书法鉴赏、
作品创作等多个方面。 真草隶篆，纸
上乾坤， 培训班不仅教授书法技巧，
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历史故
事， 让孩子们在学习书法的同时，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
国书法线条艺术的独特之美，激发青
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培养
高雅的艺术情趣，养成良好的书写习
惯。

“自从社区有了这个书法公益课
堂， 孩子经常自己主动来学习书法，
也不收费，现在字也写得比原来好多
了，对我们家长来说真是减轻了不少
负担”。塘坊坝社区居民李女士说道。

书法公益课堂开班以来，已有超
过五十名儿童系统学习了毛笔、硬笔
基础知识，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一致
好评，对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促进
青少年的艺术情趣和文化素养，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看见社区居民能有一个书法学
习交流的平台，孩子们能发展兴趣爱
好，我觉得非常欣慰，还要继续把这
个工作做好， 让更多的群众都能受
益”。谈及彭长明的书法公益事业，他

娓娓道来。
彭长明担任了钟宝镇塘坊坝社区文共体联合子

中心的管理人员后， 协助社区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带
领 4 个村 4000 余名村民来这里学文化、学科技、学艺
术，推动全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除书法公益课堂外，
塘坊坝社区联合子中心同步开设了舞蹈、体育、棋牌、
乐器、绘画、手工等公益课程，致力于满足群众多样化
的精神文化需求，“月月有主题活动”“周周有公益课
堂”“天天有专人值班”，群众的文化需求“点单”，县镇
村老师“送餐”，打通公共文化的“最后一公里”。 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公共文化优质服务。 其间，彭长
明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为社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他
代表社区参加 2024 年全县《读经典、品盐道、话乡愁》
文艺比赛，获得二等奖。

通过彭长明及社区不断努力，塘坊坝社区联合子
中心逐步打造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共享的主阵地，百姓
文化生活的大舞台，乡村文化振兴的主战场。

作为镇坪县书法协会会员的彭长明，传承和发扬
好书法艺术，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他表示：传承书法，
是对历史的敬畏，是民族记忆延续的载体。 每一个笔
画的蜿蜒流转，每一个字结构的精心设置，都反映着
古人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以及人生态度。 书法作为
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意义深远而厚重。 这是古老而优
雅的艺术形式，其中包含着许多精气神的东西，那是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历史长河中凝练出的智慧、品格
和气韵。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文化传承的意义，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喜爱书法这一传统艺术形式。

在汉水之畔的安康，有一位杰出的女
企业家，她的名字叫作王渊媛，多年来，她
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书写着属于
自己的精彩篇章。 “做一行爱一行，先利他
再利己，诚信经营才能赢得成功。 ”

王渊媛微笑着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
份执着与热忱。 今年 39 岁的她，事业版图
横跨汽车销售、艺术教育等领域，管理着
一家奇瑞汽车 4S 店， 还精心打造了一个
篮球培训场馆和艺术馆， 在当地颇受赞
誉。

大学毕业后，王渊媛最初踏入了金融
行业，在西安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然而，
家庭的影响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时刻牵
动着她的心扉。 彼时，她看到年迈的父母
依然坚守在家乡从事汽车销售行业，那份
责任感油然而生，促使她毅然决然地放弃
了西安稳定的工作，回到安康接过父母手
中的接力棒，在另一个行业重新开始。

进入汽车销售行业后，王渊媛秉持着
干一行爱一行的信念， 全身心投入其中。
她深知，良好的服务是赢得客户信任的基
础，她将顾客视为挚友，以真心换真心。 在
她的带领下，店里的员工们也积极践行这
一理念，其中销售冠军张露更是凭借出色
的业务能力，在市级比赛中屡获佳绩。依托优秀的团队和
卓越的服务，王渊媛的奇瑞汽车 4S 店迅速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中站稳脚跟，市场份额越做越大。

可回忆起初涉汽车销售行业的境况， 王渊媛坦言也
并非一帆风顺。她与父母共同经营的华晨中华品牌，在安
康市场的推广初期就遭遇了重重困难。 由于品牌知名度
低，市场推广举步维艰。 然而面对困境，王渊媛却没有丝
毫退缩之意，她坚信，只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就没有克
服不了的难关。 “对于一些知名品牌，我付出十二分努力
可以得到十分回报；但对于华晨中华这样的品牌，我付出
十二分努力可能仅得两分回报。 ”王渊媛坚定地说：“我不
会放弃，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全力以赴”。

为此，她精心制定了一系列销售策略，带领团队成员
从提升客户体验入手，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
购车方案。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做到极致，每一位客户都用
心去服务。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经过三到五年的苦心经
营，华晨中华品牌在安康市场从无人问津变为家喻户晓。
正当一切渐入佳境时， 又一道难题再次摆到了王渊媛面
前。

华晨汽车因经营效益问题最终在 2020 年倒闭停产，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让王渊媛多年
的心血付诸东流。 那段时间，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
时刻告诫自己，必须坚强面对。 “在困难面前，放弃很容
易，但坚持下去才有希望。 ”她默默给自己打气，积极调整
心态，迅速从低谷中走出来，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王渊媛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断力， 果断引进斯威
汽车品牌，经营推广的过程中，她始终坚守对品牌负责、
对企业负责的态度，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

随着新品牌的经营慢慢步入正轨， 王渊媛决定开启
新的事业版图，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在 4S 店后方打造
一个体育馆和艺术馆。

“少年强，则国强。 ”孩子们只有拥有强健的体魄和丰
富的精神世界，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她从小接受
的家庭教育让她立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她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只是微小的贡献，能为孩子们创造
更好的成长环境，助力他们全面发展。 就这样，一座占地
九百平方米的篮球馆和艺术馆应运而生， 成为孩子们课
余时间的乐园。

篮球馆内设施齐全，场地宽敞明亮，还配备了一个大
型图书室。 “我希望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锻炼出强壮的身
体，还能培养阅读习惯，汲取知识的养分，实现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王渊媛的眼中充满了期望。 她积极引进先
进的理念和资源，希望能让孩子们享受到更好的资源。

前行的过程中，王渊媛的脚步始终不曾停歇。 她敏锐
地察觉到现代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 计划下一步
走进校园，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现在的孩子心理太
脆弱了， 承受压力的能力较弱， 他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
导。 ”王渊媛忧心忡忡地说：“我打算学习心理咨询的相关
知识，尽我所能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起到助益，因为
他们是祖国的未来。 ”

走进王渊媛的 4S 店、篮球馆和艺术馆，每一处角落
都凝结着她的心血和对未来的憧憬。 篮球馆内，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他们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释放活
力；艺术馆里，各类艺术作品琳琅满目，孩子们在这里发
挥创意，感受艺术的魅力。 这不禁让人想起特蕾莎修女的
名言：“我们当中极少数人能做伟大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
都可以用崇高的爱去做平凡的事。 ”王渊媛正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着这句话的意义。

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 王渊媛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在
汽车销售领域闯出一片天地， 用无私的爱心为孩子们搭
建起成长的平台。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王渊媛说：“我还将
继续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坚持奋斗，永葆初心信念，以热爱
将每一份事业都做好，书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

王渊媛：

廖合友

彭长明

廖合友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 47 岁开始
在外地创业，到 53 岁回家兴办吉祥石材厂，经历了 3 次
失败，依然怀揣着希望，以诚实守信为本，以不被生活打
败的勇气， 以秉承着父辈的谆谆教诲在人生的旅途上谱
写了令人钦佩的精彩篇章。

多年来，他先后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办过企业，从
负债几十万元到事业有成，从普通农民到致富带头人，从
一人富到百家暖，他用诚信担当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用

萤萤之火传递着汉阴人的信义之光、奉献之
光，照亮了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1957 年出生的廖合友，原是汉阴县双乳
镇南窑村四组的一位平凡村民。 他以耕种和
养蚕为生计， 凭借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从
最初仅养两张蚕开始， 经过五年的奋斗，成
功地将养蚕数量增加到十四五张。 通过这些
年勤勤恳恳的劳动，他积累了 6 万余元的存
款。

2004 年 ，经朋友介绍 ，廖合友带着他
养蚕赚来的 6 万余元和卖房子得来的 6 万
余元， 怀着雄心壮志前往陕北神木和他人
合伙承包了一处小煤矿，因不善经营，不懂
管理，缺乏经验，他承包的煤矿很快出现了
亏损，他请了专人来经营管理，无奈煤矿厂
最终还是因滞销等问题在短短一年时间内
倒闭 。 2005 年 ，他拿着承包煤矿失败后所
剩下的 5 万余元前往内蒙古和朋友合伙投
资了一处高速公路的修建工作， 因前期投
入材料和人工费用较高、 修建时间较长等
问题，这一次，他的投资让他真正地血本无
归。

廖合友此刻陷入了沉默，残酷的现实给
了他沉重的打击。 连续两次投资失利后，他在内心深处自
问，已经 48 岁的他，未来的道路究竟在何方？ 而恰好此时
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然而囊中羞
涩，生活的重担像山一样压在了廖合友的肩上，他怎么也
高兴不起来。 迫于无奈，他只好带着妻子、儿子前往浙江
工厂务工，养家糊口，供养正在上大学的女儿。 在浙江，廖
合友在一家石料制造工厂，从事石料生产的工作，廖合友
不怕苦不怕累，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做好，好在一个月能收

入 4000 多元，也学到了不少有关石料的知识；妻子则在
一家纸箱厂车间做工人月入 2000 多元；儿子在模具厂收
入也不过 2000 元。 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与勤奋工作，除
去家庭日常开销以及女儿的教育费用和生活支出， 一家
人在五年期间以节俭的方式生活，最终积累了大约 25 万
元的储蓄。

带着这些积蓄，他回到了家乡。 在蒲溪集镇边上买了
房子，开起了小餐馆，准备将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一
次偶然的机会，廖合友以前的工友，同在浙江石料厂务工
的黄伦坤去他家串门， 黄伦坤认为廖合友在石料厂工作
的时间久，了解石料生产流程，就谈起了他开石料厂的想
法。 廖合友表示自己都已经 50 岁的人了，开个小餐饮安
度晚年就行了，不想再折腾了。 但在好友黄伦坤劝说下，
廖合友还是决定鼓起勇气，再拼搏一次，两人便前往汉阴
去了解市场行情。 他们两人一天内走访了汉阴好几家石
料厂，充分了解市场行情。 经过深思熟虑，他就给儿子、儿
媳打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得到了一致认可。 敲定了项
目，资金又成问题，买房子开餐馆后资金已经所剩无几。
廖合友便向亲朋好友借款 40 余万元，在蒲溪镇后坝村用
8 万元购买了当地村民的一块地，并投入 3 万元用于石料
厂的厂房建设。 随着规模的扩大，2012 年，廖合友又向亲
友借款 60 余万元， 在蒲溪镇蒲溪村公路沿线花费 50 万
元购买了 1.3 亩地， 10 多万用来建临时厂房，40 多万用
于购买石料。 同时，廖合友的儿子、女婿负责生产、送货工
作，廖合友亲自负责与客户沟通，开展销售工作。 招聘从
浙江务工返乡回来熟悉石料生产程序的工人进厂务工。
他给工人开的为计时工资，如遇赶工期需要加班时，会有
加班工资， 在汉阴这个小县城， 工人的月薪可达到 5000
至 7000 元，这在当地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并且还包括
了餐食福利。

通过两年的打拼经营， 石料厂为他带来了 150 万元

的收益。 2014 年他投资 300 多万修建了一幢 6 层的宿办
楼，房屋出售收入 60 多万。 石材厂也以其良好的信誉、过
硬的质量优势，生意越来越红火。 涧池镇西坝鑫盛石材厂
由于人力搭配不当，销售渠道不畅，想把石材厂转让给他
人，而当地人对石材的了解甚少，都不敢接手，于是找到
廖合友，希望他能把鑫盛石材厂收购，廖合友当即表态表
示同意收购，于是他在涧池镇办起了分厂，增加了几个销
售点，占领了涧池市场；接单后，在蒲溪加工，产品销往汉
阴、汉滨，供不应求，一年内销售石材工艺品收入达 200
万元。

规模的扩大让他在当地小有名气， 当被问及如何管
理工人时，廖合友微笑着回答：“大家都是乡亲，我不过多
干涉，我提供上班的平台，其余的就靠他们的自觉性了，
乡亲们也很信任我，都是出来挣钱，和气生财嘛！ ”

廖合友多次被县镇授予劳模及诚实守信等荣誉称
号。 廖合友的人生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船舶入海翻层浪，
人生道路济苍霜”这一格言。 他从养蚕、承包矿产、远赴内
蒙古、浙江，直至回归家乡开设小型餐饮业，从负债累累
最终成为坐拥数百万资产的企业家。 廖合友凭借其闯荡
四海、以天下为家的开拓精神以及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
创造精神，生动诠释了“不被生活打败”的真谛。 他为传播
社会主义正能量、促进地区和谐、推动社会就业树立了榜
样。

廖合友表示： 产兴业旺不能停滞于眼前的享乐与满
足，要吸取失败的教训，培养正能量接班人。 现在儿子、女
婿都已成为行业翘楚和可靠的产业接班人。

同时，他以诚信家风家训文化影响了数代人，将家史
家训文化作为兴业的动力，使美德得以传承和发扬，使产
业更上一层楼。

逐梦笃行绽芳华
实习生 王东煜

翰墨书香润大众
通讯员 张力

栉风沐雨志弥坚
通讯员 章聪 王文艺 安静

王渊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