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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石斛的同时，不经意间成了励志网红。

精心照料石斛。

石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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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生活“快手飞燕”

一年四季， 吴海燕的石斛生意总
是火热，每天忙着发朋友圈、磨粉 、打
包。 丈夫和姐姐问她，要不要帮忙？

她笑着回答说 ：“我是 ‘单臂海
燕’，也是‘快手海燕’，我能行。 ”

1979 年出生的吴海燕是土生土长
的云和人。 7 岁时，右手小臂不慎卷入
面粉搅拌机，被压成了碎屑。 后来由于
恢复不好，伤口发炎，右手上臂也不得
不截肢。

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
和打击， 她却像暴风雨中穿过乌云和
闪电的海燕，勇敢地迎接每一天。

吴海燕坚持求学， 让文化成为她
坚强有力的“翅膀”。 她小时候学会了
用左手写字，“我从右撇子变成了左撇
子。练习多年，字写得不会比别人差。 ”
她自豪地对记者说。

她学会用一只手自理生活，洗脸、
穿衣等都不在话下，让嘴巴、双脚成为
了灵活能干的“另一只手”。

她的姐姐林海英说， 有段时间织
围巾、钩毛线鞋很流行。 “妹妹就用双
腿夹着毛线、鞋底，左手拿毛线针或者
钩针，围巾和毛线鞋编得又快又好。 ”

吴家原先以做粉干为生， 后来在
云和县城上菜场摆摊卖海鲜。 初中毕
业后，吴海燕帮着家里干活。

来买海鲜的顾客都很惊奇， 眼前
这个瘦瘦小小的小姑娘， 明明比正常
人少了一只胳膊，捞海鲜、称重、找钱、
系塑料袋，动作却分外利索。 甚至很多
顾客为了看清她的动作， 特意多次光
顾她家的海鲜摊位。

吴海燕 20 岁时， 带着 10 万元积
蓄， 和男朋友到台州开了家婚纱摄影
店。

即便当了老板，她还是那个“快手
海燕”。

她自学成才，学会了化妆、摄影和
后期修图。 一般的化妆师化个新娘妆，
需要 40 分钟，她只要 20 分钟，而且效
果不错。 时间一长，就有顾客指名请她
帮忙化妆；要是店里生意繁忙，她在脖
子上挂上照相机，单手为新人拍照。 拍

出来的照片，同样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2015 年开始， 她在微信里卖铁皮

石斛，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从发朋友
圈、接单、磨粉、打包等等，基本一个人
能做下来。

去年双 “十一 ”，姐姐林海英怕妹
妹忙不过来，特意前来帮忙。 姐姐惊奇
地发现，她才打包了一个纸箱，妹妹已
经打了十多个。

面对姐姐的赞叹， 吴海燕淡淡地
笑道：“做多了，也就熟练了。 ”

“云和师傅”

2019 年 11 月 20 日， 由云和县委
人才办、共青团云和县委联合主办，云
和县乡村振兴新青年协会承办的 “乡
村振兴 青年先行” 主题交流活动举
行。 交流会上，吴海燕分享了她成功的
创业经历和经验。

记者得知， 不断励志向上的吴海
燕，如今变成了拥有 3 万多名 “斛粉 ”
和 100 多名代理商的石斛种植商和销
售商。

2012 年， 吴海燕和朋友去温州雁
荡山游玩， 发现当地有人开始种植铁
皮石斛。 听说石斛鲜枝条能卖到 20 元
一条、一公斤干枝条售价 1 万元时，吴
海燕心动了。

影楼一年有 100 多万元的营收 ，
刨去房租、 工资等基本开支，“收入马
马虎虎”。 在石斛产业欣欣向荣的形势
下，她怀着创业的激情和果敢，当年在
雁荡山投资了全部 300 多万元的积
蓄，在承包的 35 亩土地上种植了铁皮
石斛。

石斛种植经验为零， 平时管理全
靠技术人员和工人，能行吗？

吴海燕说，既然决定了，就相信自
己的选择。 “现在的人生活条件好了，
越来越注重健康和养生。 《本草纲目》
等医学典籍都说， 铁皮石斛是中华九
大仙草，对养生有一定作用。 所以，市
场这么大，我的石斛肯定有销路。 ”

从种下到收获， 需要静等三年时
光。

在这三年里， 吴海燕一边继续经
营影楼，不断为石斛种植基地“输血”，
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如何成为一名
好微商。 除此之外，她积极就读成人高
中，提高文化素养，前年还被评为 “云
和师傅”。

她解释说，“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
来越高， 初中文化程度已经不适应社
会的发展需求。 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只有不断学习，胸中才有更大的格局，
眼中才有更远的风景。 ”

最好的学习是复制。
这段时间，她忙着学习直播、制作

抖音， 希望能为石斛销售增添一只有
力的翅膀。 她说， 是学习让她不断成
长、飞得更远：掌握生活技巧，让她拥
有生活自理能力；学习摄影和化妆，让
她拥有立足社会的能力和资本； 学习

如何做微商， 则让她用手机实现了创富梦
想。

“最美网红”

2015 年，吴海燕种植的铁皮石斛逐渐
有产出。从这年的 5 月 1 日起，她迈上新征
程，开始全职做微商。

转眼，四年多过去了，基地和微商年收
入 400 多万元。 去年双“十一”，她接到 400
多个单子，一天的销售额达 6 万多元。不仅
如此，她还在四年多时间里置办了店面、别
墅等 4 处房产， 收获了 4 本红彤彤的房产
证。

她是怎么做到的？
吴海燕说，这几年的大年初一，她都会

带着小礼品，到古堰画乡、横店等景区和人
员密集处扫码添加潜在顾客。 “大过年的，
大家都很开心，遭到的拒绝比平时少得多。
虽然放弃了休息和娱乐， 但一天能有两三
百人扫码进群，我也很开心，觉得值。”她介
绍说。

一年又一年，她苦心经营，用心维护，
三只手机里微信朋友圈的人数爆满 ，3 万
多名顾客和 100 多名代理商让她的铁皮石
斛实现了自产自销，顾客遍及全国各地。

每天，她坚持不懈地晒石斛、晒单，坚
持不懈地向潜在顾客问好， 并发送正能量
的图片、文字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当努力到一定程度，幸运自会与你不
期而遇。”“在某些时刻，别人不能帮你做决
定，你得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
胜利的，一定是即使不断失败，依旧一直前
行的人。 新的一周，加油……”

她说， 这虽然和生意没有太大的直接
关系，但这些话不仅能激励自己，也能激励
数万人，对他们带来正面影响和好的心情。

吴海燕还利用化妆和摄影的专业特
长，在微信朋友圈展示自己良好的形象。 时
尚的妆容、得体的服饰、优雅的环境，精良的
后期制作， 让她在朋友圈变身网红———无
论是在喝咖啡，还是在旅游景点打卡，很多
顾客没有察觉， 朋友圈里那个天天晒图的
网红，是一名失去了一整条右臂的残疾人！

也就是从 2015 年开始，吴海燕回到家
乡云和生活、做微商，石斛还种在雁荡山。
她说，云和适合慢生活，既具有城市气质，
生活又很安逸，感觉很舒适。

“网络时代， 给每个人创造了很多机
会。作为一名残疾人，以一颗火热的创业之
心投身地方建设，并收获了财富，感谢时代
和机遇。 ”吴海燕笑着说。

阅读提示：

云 和 县 单 臂 残
疾人吴海燕励志向
上 ，她开动脑筋抓住
机遇 ， 两次创业 ，近
几 年 年 收 入 高 达
400 多万元 ，活成了
自己想要的样子。

幸福， 真的是靠
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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