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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益慈善

本 报 讯 10 月 20 日 上 午 ，
康籁星语言康复的孩子们收到
了一份温暖的礼物张家界荣成
驾校、张家界巨划算超市、张
家界荣景食品有限公司为孩子
们 送 来 了 空 调 和 饮 水 机 。 这
样，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孩子
们就能吹上热空调，喝上热水
了。

张家界荣成驾校、张家界
巨划算超市、张家界荣景食品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家界邵
阳 商 会 会 长 粟 梦 艳 告 诉 记 者 ，
在一次和康籁星儿童听力语言
康 复 学 校 校 长 的 交 谈 中 了 解
到，由于学校经费有限，部分

硬件设施还没有完善，活动室
里没有空调，冬天很冷夏天很
热 ， 并 且 大 厅 里 没 有 饮 水 机 ，
冬天喝冷水对孩子的肠胃也不
好。粟梦艳听说后，和公司相
关负责人商量，决定赠送空调
和饮水机，为学校的这些小天
使们尽一点微薄之力。粟梦艳
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唤
起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
我市残疾儿童康复中来，给予
更多残疾儿童更多的关心以及
关爱。

（文/本报记者 秦勤
实习记者 高炜

图/本报记者 李享）

孩子们，我们给你们送温暖

粟 梦 艳 ， 又 做 公 益 了 ！ 这 一 次 ，
是帮助康籁星儿童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的听障孩子们——冬天快到了，为孩
子们捐赠空调取暖。

从看望孤寡老人、帮助自闭症儿
童，到将邵阳山区的孩子带到张家界
学习交流⋯⋯从年初开始，这个身材
有些瘦削的男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
做公益。

在张家界，真正能把生意做好做
强的人，不多；能把生意和公益都做
好的人，更少。能够十多年来如一日
做 公 益 的 ， 更 是 少 之 又 少 。 粟 梦 艳 ，
恰恰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第一次认识粟梦艳，是在今年元
宵 灯 会 。 热 闹 的 市 民 广 场 在 灯 会 后 ，
遗 留 了 一 地 的 垃 圾 。 黯 淡 的 灯 光 下 ，
记 者 以 为 只 会 有 环 卫 工 人 寂 寥 的 身
影。没想到一抬头，就看到粟梦艳带着
他 200 多名员工义务清扫街道的身影。

那是一个有些微寒的夜晚，却让
记者有一份罕有的内心温暖——我们
这个社会，总有那么一群人，不图名
利，在暗夜中默默地做着认为对整个
社会有益的事。他们犹如火把，始终
在点亮着苍穹。

从小生意做起，历经种种坎坷，到
如今成为跨越食品、通信、洗涤、超市和
驾 校 等 行 业 ，粟 梦 艳 的 生 意 也 许 还 不
大，却做得很踏实。作为一名从张家界
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的谦逊、务
实和矢志不渝的公益情怀，让人印象深
刻。今年 8 月，粟梦艳被推举为张家界
邵阳商会会长。

民营企业怎么参与公益事业？如
何做到生意与公益平衡？这些都是困
扰很多民营企业家的现实问题。在康
籁星儿童听力康复学校捐赠现场，记者
与粟梦艳围绕着“民营企业与公益”这
一主题进行了对话。

民生周刊：今天孩子和老师们都
挺开心的，感谢您以个人企业的名义
捐赠空调，让孩子们在这个冬天里不
再寒冷。

粟梦艳：这个是我们企业应该做
的。以前我们不知道张家界还有这么
一所儿童听障康复学校。今天在现场
看到，孩子们虽然还处于康复期，但个
个都很活泼，很可爱。老师们非常优秀，

非常善良，对孩子们非常友好，照顾得
很到位。我听说各级政府和残联组织每
年在孩子们身上的投入不少，包括人工
耳蜗、助听设施等都是在政府资助下完
成的，作为一名中国人，感觉挺骄傲的。
各级政府舍得投入，我们社会企业虽然
力量还不大，但也不能落后。

民生周刊：您今天参与捐赠的企业
有哪些？近年来，听说您一直在帮助困
难和弱势群体，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粟 梦 艳 ： 主 要 有 张 家 界 荣 成 驾
校、张家界巨划算超市、张家界荣景
食品有限公司。我们的企业还不是很
大，但我们一直在尽微薄之力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到偏远山区
的贫困户家中进行慰问帮扶，大概有
20 多次，捐款 50 多万元，主要用于解
决贫困群众生活困难、住房、孩子就
学等问题。同时我们也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比如为农村的建档立卡户
提供了 30 多个就业岗位，他们现在人
均年收入应该超过了 3 万元。今年 1 月
份 以 来 ， 我 们 为 张 家 界 自 闭 症 儿 童 、
敬 老 院 孤 寡 老 人 和 邵 阳 山 区 的 孩 子 ，
一起捐赠了大概 30 多万元的现金、粮
油和月饼等产品。

民生周刊：在民营企业当中，您

帮 助 困 难 和 弱 势 群 体 的 力 度 挺 大 的 。
您是怎么想到要帮助这些人的？

粟梦艳：我们的企业，是伴随着
张家界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更是受益
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这个不是讲的
套话、虚话，比如现在湘西缘食品有
限公司和在建的湖南小白豚布草生产
洗涤有限公司，其定位都是围绕旅游
经济转的，地方经济发展好了，我们
企业才有利润，才能发展得好。这些
困 难 和 弱 势 群 体 如 果 大 家 都 不 去 关
注，这个社会怎么能够稳定呢？社会
都不稳定了，我们企业怎么能独善其
善？

从个人来讲，我自己就是从苦水
中长大的。我在上学的时候，连学费
都交不起，是老师和同学们一元两元
钱凑拢来，资助我完成学业直到考上
大学的。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
的今天。当时我就有一个梦想，如果
哪天我有能力了，也一定好好把这种互
助友爱的精神传递下去，帮助那些需要
我提供帮助的人。所以这些年，我在老
家邵阳县带头设立了助学会，邀请各地
协会的人参与，帮助了很多读不起书的
孩子，这也算是圆了初心梦想了。

民生周刊：做公益是利他，做生
意是自利。我们想了解，您是怎么在
生意与公益之间做到平衡的？

粟梦艳：这个很好平衡。生意就
是 生 意 ， 按 生 意 的 规 矩 和 规 律 去 做 ，
主要是搞好质量，诚信经营，真正站
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像荣成驾
校 ， 我 们 正 在 采 取 举 措 ， 坚 决 反 对

“吃、拿、卡、要”，为学员提供优质
驾培服务。今后哪个教练敢向学员收
取礼品的，我们一律开除！哪个学员
向教练打烟的，我们一律不允许其参
加考试！

在做慈善公益活动方面，我们认
为公益就是公益，不要掺杂很多利益
的想法在当中，注重实效，帮到真正
需要帮助的人。另外，我们认为公益
不分大小，量力而行，依据自身的能
力和水平去做公益。和张家界很多企
业相比，我们做得还不够，今后还需
要向他们学习，更好地参与张家界的
公益事业，造福于张家界人们。

民生周刊：听说您最近被推举为
邵 阳 商 会 会 长 ， 商 会 是 个 什 么 情 况 ？
下阶段您有什么打算？

粟梦艳：邵阳商会是由在张家界
市经商的邵阳籍的商业人士自愿发起
组 成 的 联 谊 型 非 营 利 性 的 民 营 组 织 ，
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18 日，是具有法人
资格的社会团体。

应该说，我们商会是张家界市成
立最早，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首个
民营商会，影响力很大，会员单位有
500 多家，从事的产业涉及建筑建材、
电 子 电 器 、 房 地 产 开 发 、 广 告 传 媒 、
交通物流、商业旅游、服装鞋帽、小
商品批发零售，以及餐饮娱乐等众多
行业和领域，总投资超 18 亿元人民币。

多年来，商会在政企沟通、活动
组织、服务会员、扶贫帮困、捐资助
学、抱团发展等方面作了大量且颇有
成效的工作，获得了各级政府及社会的
一致好评，为促进张家界市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下阶段，我
们将团结好会员，服务好会员，帮助大
家解决好实际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
全球经商兴业的邵商超过 100 万人，邵
商在全国建立了 46 家异地商会，掌握着
约 2.6 万亿元财富。我们的商会组织，
可以为张家界引入全球邵商架设好桥
梁纽带作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
张家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粟梦艳：左手生意 右手公益
本报记者 曾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