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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培 /文

黄小林的奋斗人生

他从小立志从军并幸运地实现
了理想，却不料在一次国防工程施
工时因公致残，成了一名伤残军人。
他面对命运的多舛，从残疾军人到
普通工人，从下岗工人到新型农民企
业家，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身残志坚
的奇迹。他，就是曾荣获感动路桥十
大先进人物（集体）、台州市十大自强
创业之星、台州市复退军人创业创新
模范等称号的台州市路桥龄青珍珠
制品厂厂长、海丰种植养殖场场长、
二等革命伤残军人黄小林。

新兵到老兵

受家庭熏陶、父母的影响，黄
小林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军人，把青
春献给国防事业。1977年 1月，黄
小林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
放军战士。次年的 1月，入伍刚满
一年的黄小林便随部队赴四川参加
国防工程建设。

一天，黄小林站在 5米高的平
台上，负责指挥建筑材料的装料工
作。当时天正下着雨，战友们都专
注着手中的工作，却没想到事故会
在此时突发而来，只见承载平台的
起重机突然失控，将黄小林重重地
摔在了地上，造成他脊柱、腰椎骨
折并顿时失去了知觉，被紧急送往
医院抢救。

原本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黄小
林，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未退
却。他按照医嘱打针吃药，安上不
锈钢假肢，还强忍着假肢带来的放
射性疼痛，坚持功能恢复锻炼。
“安装假肢后，不仅上半身不能弯
曲，而且天气只要有一点变冷，我
就必须得早早地穿上保暖衣。”黄
小林指着身上的羊绒衫说。经过一
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基本康
复。

出院后的黄小林回到部队继续
服役了 6 年，并与正常战士一样，
积极参与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和国
防施工。他的坚韧与顽强始终感动
着全营的官兵，营长曾多次在全营
大会上表扬黄小林，并给予他 20
余次的嘉奖。

转业到创业

1984 年，黄小林从部队转业，
被安排到黄岩印刷厂工作。一年
后，又调至金清印刷厂。由于多方
面的原因，金清印刷厂连年亏损，
1990年 7月上级决定对该厂实施改
制，黄小林于是与其他工人一样，
转瞬间成了下岗工人。

此时，黄小林上有老母要赡
养，下有孩子要抚养，加上妻子又
没有工作，这让一家人的生活变得
更为拮据。面对困境，黄小林身边
的一些亲朋好友告诉他：你是二等
伤残军人，国家有文件规定，你可
以享受很多的优惠政策，政府会给
你安排好工作的。但黄小林心里明
白，目前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肯定会很
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带头
体谅党和政府的困难。

看到老家金清河塘较多，再加
上自己在上高中时曾学过珍珠养

殖，黄小林于是便和朋友合伙，从
上塘港租赁了一块水面，开始了他
珍珠养殖的艰苦创业历程。

那时，黄小林晚上向书本和珍
珠养殖专家学习请教，白天他就自
己动手，从河塘消毒灭菌、接种、
有机饲料喂放到定期抽检观察等。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忙时，
连饭都顾不上吃，累了就躺在塘边
歇一会儿。

就这样年复一年，黄小林以超
人的硬劲支撑着他伤残的身躯，吃
尽了普通人难吃的苦，也尝到了普
通人难以尝到的甜———在他的艰苦
努力下，其旗下海丰种植养殖场的
珍珠养殖终于获得了成功。如今，
海丰的养殖水面已经达到了 650
亩，养殖的珍珠蚌达 195万贝，每
年都有 20万元的赢利。

珍珠到葡萄

在黄小林创办路桥龄青珍珠制
品厂的过程中，一种不满足想超越

的欲望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珍珠的
可溶性问题如何解决？珍珠的深加
工如何开展？自 1997 年起，黄小
林历时两年，投入资金 15 万元，
与宁波大学食品学院和黄岩华萃生
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紧
密合作，采取“联合酸酶双解法”，
致力突破技术难题。经过上百次实
验室试验，双方终于在 2002 年 1
月解决了上述问题，不仅使珍珠的
有效成分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大
大提高了珍珠制品的附加值。2005
年，黄小林又与同济大学同济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合作，成功研制出可
溶性珍珠粉和珍珠胶囊，再次填补
了市场空白。

同样，在创办海丰葡萄种植基
地之初，黄小林就立志把 210亩低

于海平面 1.5米的低洼地改造成高
效丰产的生态环保绿色基地，他不
断地在实践中创新总结，不仅获得
了控温、控水、控肥工艺等方面的
3项专利技术和 9项专有技术，还
研制成功“水流性纯珍珠粉葡萄
酒”、“葡萄原汁”等一系列产品，
走上了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的新型现
代农业产业之路。

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凭
借着这样一股执着的精神，如今的
黄小林不仅成功实现了质的突破，
还积极吸纳了众多残疾人到他创办
的海丰种养殖场工作；不仅带动了
周边农户发展珍珠养殖和葡萄种植
的积极性，还彰显了一名复退军人
不懈的奋斗精神和博大的爱民情
怀。

朱林寿：“五千年文化”畅想

2010年 10月 1日，坐落于安庆市太湖县、总投资 6.05亿元的五千年文
博园盛大开园。园中的五千年文化走廊、残疾人艺术馆、五千年艺术品展厅、
五千年盆景馆的藏品令人惊叹。

朱林寿

老兵档案：
黄小林，1958 年

4 月生，路桥龄青珍
珠制品厂、海丰种养
殖场总裁，高中文化。
1977 年 1 月应征入
伍，1978 年随部队参
加国防施工，因意外
事故摔成重伤，成了
二等乙级伤残军人。
30 年来，他以顽强的
毅力战胜伤病，以积
极的态度对待下岗，
以不懈的奋斗艰苦创
业，以火热的爱心乐
于助人，以执着的追
求谱写了一曲催人泪
下的乐章。

短短十几年创造了自己的产
业，创新了自己的产品，创出了自己
的品牌。安庆五千年文博园的领军
人、安庆五千年工艺美术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朱林寿，到底走过
了一条怎样的创业之路？他在文化
产业领域的发展之路对文化产业的
振兴有着怎样的意义？

1994年退伍之后，朱林寿为了
追求艺术，创办了君子兰艺术城。在
那时，安庆人对艺术并不是很感兴
趣，甚至不屑一顾，只要稍微富有的
人都会去开服装店、餐馆、精品屋之
类，因为投资这些生意会带来很大的
现实回报。但朱林寿与之相比却有着
更长远的发展目光。彼时，当他看到
艺术品市场的不成熟且人们对艺术
的轻视时，他心里感到十分难过并为
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创办一家像样的
艺术城。不过，要办艺术城在当时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多吸收一
些新鲜事物和外来东西。于是他只身
一人到广州、苏州等地，去感受那些
大城市的艺术氛围，并最终于 1996
年 9月投资 30万元创办了君子兰艺
术城，自此开创了自己的艺术领地。

2003年，在安庆太湖，一座 7000
平方米的 4层新大楼拔地而起，五千
年公司生产基地———太湖君子兰工
艺美术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入运营。

废墟打造旅游景点

在安庆 4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
在迎江寺西侧有一个半拉子工程，
那就是安庆市迎江宾馆，它是上世
纪 80 年代末基建扩张时期的一个
未完工程。十多年风吹雨打，它真正
成为一个废墟，院内杂草丛生，砖头
遍地，而且十多年一直无人问津。就
是这么一个地方，朱林寿又大胆地
设想把其打造成集文化、艺术、旅游
为一体的旅游观光基地。

于是在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

重阻力之后，一个靓丽的皖江文化园
于 2006年 4月 22日正式开园了，皖
江文化园是对八百里皖江文化的一
次全面整理、综合、弘扬和发展，文化
园将公司生产的烙铁画、云草画、彩
帛画组成一个大型的艺术画廊，将太
湖君子兰公司生产的根雕作品建成
中国最大的根雕艺术馆，用 3000多
盆盆景组建成安徽省最大的空中花
园，因花园紧依长江振风塔，正好成
为观江、观塔的最佳景点。

烙画车间则成为游客了解、学
习和欣赏铁与火的烙画艺术表演场
所。皖江文化园是沿江观光带的一
颗璀璨明珠，是安庆市百姓假日最
佳的参观、学习、休闲场所，已成为
安庆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
张重要名片，“安庆市十大旅游名
景”之一，它对安庆市旅游事业的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省市、县级

领导的高度赞赏。朱林寿也于 2006
年被评为安庆市劳动模范。回报家
乡、回馈社会，朱林寿多年来还帮助
解决了几百太湖人的就业问题，其
中大多数是下岗人员、农村富余劳
动力，还有 20 多人为残疾人，大大
促进了太湖县工业经济的发展。

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艺术必须
要有个性，而产品就需唯一性与独
特性，这是朱林寿的理念。通过十多
年的研究、探索，他获得了 15 项国
家专利，其中 4项为发明专利，再把
专利产业化，成为“安庆市专利技术
产业化示范企业”。

从经营的角度，朱林寿更加具
有战略性的眼光。他针对工艺美术
行业的种种特点，做了深入缜密的

剖析与研究，并提出了几大原则：没
有专利保护的项目不参与，没有艺
术高度的项目不参与，不能做最好
的项目不参与，没有深度开发、昙花
一现的项目不参与，彼此不相关联
的项目不参与。五个不参与成为他
经营公司的“基本法”。今天他公司
的产品兼顾了中式、欧式、时尚、
乡土四大主流元素，从几十米大型
墙画，到方寸之间的旅游、会议商
品，价格从几十万元到数 10万元，
形式从平面、浮雕到立体，工艺从
传统精雕到大器无框，从一个专利
到另一个专利，形成了数百个花色
品种，将工艺美术浩瀚的内涵尽情
演绎着。

文化做高度，艺术做品牌，品
牌是一个企业产品品质的集中体
现。朱林寿领导的五千年公司一直
积极探索着打造中国民间手工艺术

品品牌，通过 11年的积累和 11年
的不断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品
牌———艺术五千年。“艺术五千
年”拥有 15项国家专利，9个注册
商标，八大工艺项目———烙铁画、
云草画、彩帛画、双面画、功能
画、藏宝画、布棉画、千草画，荣
获了“中国十大工艺名牌企业”、
“安徽省旅游产品定点生产企业”、
“国外使节最喜爱的中国优秀民间
文化品牌”、“中国创造·民间文化
品牌珍贵艺术品”。

中国民间工艺，大多是前店后
坊的小作坊运营模式。在第四届中
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上，一个最大
的特点，那就是五千年公司的产业
化运作，参展单位没有一个和五千
年公司一样是一个产业化企业。

产业化运作是中国文化发展的
趋势，也是五千年公司十多年发展
的一种模式。朱林寿是这种模式的
开拓者，他领导的五千年公司已发
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烙铁画和根雕生
产企业，中国唯一的云草画、彩帛
画、双面画、功能画、藏宝画、布
棉画生产企业，现有员工 400 多
人，从策划 （安庆）、生产 （太
湖）、贸易 （义乌） 三位一体，产
品出口东南亚、西亚、西欧、北美
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6 年 5
月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2007年 10月被中国文
联、中国民协命名为“民间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被授予“ 中国创造·
民间文化品牌领军人物”、 “中国
民间文化产业十强企业”称号。

繁荣古老艺术文明

朱林寿不仅在工艺品行业成绩
辉煌，而且在中国著名的黄梅戏艺
术上也有突出的贡献。他资助迎江
区文体局、安庆市曲艺家协会创作
的黄梅大鼓《六尺巷》节目，在安
徽省第三届曲艺节中荣获金奖，并
于 2007 年元月 5 日在中央电视台

《曲苑杂坛》展演。在第四届中国
安庆黄梅戏艺术节，朱林寿领导的
五千年公司以 50万元买断黄梅戏
吉祥物的注册、市场运作权，并在
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开发了黄梅戏
吉祥物的系列产品，把戏曲艺术与
民间工艺相融合，为弘扬黄梅戏艺
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第四届中国安
庆黄梅戏艺术节因五千年公司的参
与而增添光彩。

烙画是中国的古老艺术，朱林
寿将它发展成为“中国第一烙画”
（文化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授予），
并将烙画这一绘画艺术形式与中国
华夏五千年文明相结合、相融合起
来！他编纂了“中国乡土艺术馆”
的初稿，然后定稿，接着组织了
100 多名烙画师进行了一年的烙
制，成就了一部厚 208 页、重
2500 公斤、体积 10.5 立方米、每
页 1.2米伊1.6米的鸿篇巨制，一部
“五千年乡土艺术高度概括的精美
画卷”，创造了一个五千年烙画艺
术的伟大创举，开创了历史先河的
“一书一馆”，“一馆一书”。原文
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
占祥评价《中国烙画艺术大典》是
朱林寿“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盛举”，是“文化守根人对上下五千
年的颂歌”，“是前无先例的大胆创
新，是烙画技艺与多种艺术形式相
互辉映、和谐发展的有益尝试。”

朱林寿在成功创建皖江文化园
之后，又开始筹建真实、立体的
“五千年文博园”。它将中国五千年
的乡土文化集于一园，建成后的
“文博园”既是我国最大的民间手
工艺术交流、展示、制作、表演和
研究的大观园，也是高雅文化旅游
休闲中心。

朱林寿始终坚持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共同发展的企业思想，在中
国民间工艺美术领域里不断探索和
耕耘，必将为灿烂的华夏文明再谱
新篇，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
出应有的贡献。

黄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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