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1岁的周正喜欢运动,并且有
8年的骑行经历。现在,他在市区开了一
家折叠自行车店。对于周正来说,骑行
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年高考过后,为了挑战自我,周
正和同学商量一同骑车去郑州。他们
骑得很顺利,5 个小时后到达了郑州。

“我觉得自己能从许昌骑到郑州,特别像
个男子汉!”提起往事,周正记忆犹新。

有了第一次骑行经历后,周正更加
热爱骑行了。2006年“五一”期间,周
正和朋友一同骑行700多公里,历时4天
半到达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周
正看着初升的太阳,为自己的坚持和毅
力所感动。

骑行的次数多了,年轻的周正也慢
慢地认识了一些热爱骑行的朋友。一
天,一位曾骑行过川藏线的朋友对周正
说:“人的一生最好能去一次西藏。”周
正听后很受触动,他渴望自己能够骑车
去丈量西藏的每一寸土地,渴望能够离
开城市去寻求内心的一份宁静。

之后,周正开始进行体能锻炼:跑

步、游泳、打球……他在网上查阅了
大量资料,又征求了不少曾骑行过川藏
线的朋友的建议。2006 年 9 月,周正和
朋友坐火车抵达成都,开始了川藏线骑
行之旅,他坚信:只要出发,就能到达。

川藏骑行路线共有2000多公里,在
路上,周正遭遇高原反应,挑战身体极限,
经历体力透支,一次又一次享受着人生

的艰难与精彩……
在准备翻越海拔 5018 米的米拉山

时,山顶下着鹅毛大雪,气温极低,而他们
没有带很厚的衣服,冻得发麻。此时的
周正几乎绝望,但他告诉自己,要想看到
最美的风景,就一定要经受刻骨铭心的
磨难,自己最想要去的地方,怎能在半路
返航。终于,在天刚黑的时候,周正和同
伴翻过了山头,骑到了山脚下。

“整个骑行过程让我的心智更加成
熟,我欣赏到了沿途美到极致的风景,有
高山,有湖泊,还有那些历经千里、风餐
露宿、朝行夕止、匍匐在沙石冰雪之
上磕长头的朝圣者,看到了雄伟的布达
拉宫。”最终,用了30天,周正完成了人
生的一次挑战。

骑行让周正累并快乐着。2009 年,
周正开始从事自行车销售,他说,能把自
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爱好结合到一起是
件很幸福的事。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骑行者,周正
提醒大家在骑行过程中要控制好车速,
并且一定要专心,如果是第一次骑行,没
有太多的经验和技能,最好选择组队骑
行。“骑行是一种环保的出行方式,我希
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加入到骑行的队
伍中来,锻炼身体,放松心情。”周正说。

骑行川藏线
三十天的极限挑战

环保出行
他希望更多人参与

今年51岁的付兰香,是西关街道办
事处建安社区的居民,如今和丈夫经营
一家名为兰月水电暖的商店。创业 11
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诚信谱写了
一曲下岗工人的诚信创业之歌。

1999年,在工厂上班的36岁的付兰
香和丈夫同时下岗了。这对于上有老下
有小的付兰香夫妇来说,是不小的打
击。孩子上学需要钱,偏瘫的老人治疗
需要钱……怎么办?付兰香和丈夫一头
扎进了打工者的队伍中。

从下岗到2003年,付兰香当过清洁
工,推销过手机,她的丈夫一直在一家水
电暖店里当安装维修工。回想起那几年
他们吃的苦、受的累,乐观的付兰香说:

“我推销手机,锻炼了营销能力;我爱人
在水电暖店打工,学会了相关技术。这
都是在为我们开水电暖商店打下了基
础。”

2003 年的一个晚上,付兰香突然对
丈夫说:“咱们自己干吧。要不咱们开水
电暖店。”之后,夫妻俩便开始张罗开
店。200元是他们的启动资金,在赊了厂
家1000多元的货物之后,他们的水电暖
店在小区附近一个 10 平方米的临街小
屋里开张了。

起初是小区里的居民来小店里买东
西。付兰香和爱人把货物的价格定得很
低,而且提供上门服务。由于小店货物

品种单一,赚不到多少钱。
“在我们缺钱时,社区帮我们办了下

岗优惠证,并办理了小额贷款,真是‘及
时雨’啊!”付兰香激动地说。

2004 年 2 月,付兰香夫妇把商店搬
到了一个30平方米的房子里,并利用小
额贷款增加了货物的种类。

扩大了门面和经营范围,夫妻二人
的干劲儿更大了,哪里的商品房刚建好,
付兰香就跑去拉生意。由于价格公道,
产品质量好,安装技术精湛,他们揽到了
不少生意。

由于诚信做人、诚信经营,付兰香先
后获得了“全市再就业优秀个人”、魏都

区“优秀创业女性”等荣誉称号。
随着商店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招

工成为必然。在招工的过程中,付兰香
一直坚持用下岗工人,最多时,她的店里
安排了5名下岗工人。

谈起今后的发展,付兰香充满自信:
“我准备再丰富一下货物品种,争取取得
电热水器、暖气片等的销售代理权。我
的店规模扩大了,再多招些下岗职工。”

人到中年
遭遇下岗危机

创业十一年
店面由小变大

诚信做人
用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记者 郭剑 通讯员 刘桂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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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兰香的诚信创业之歌
下岗不失志 创业讲诚信

付兰香向记者展示获得的荣誉证书。

将骑行进行到底
骑行8年,郑州、北京、拉萨,他越骑越远。“80后”周正——

历时四天半
他骑到了天安门广场

□记者 付家宝

八旬老人想争锋
《男生女生向前冲》

本报讯 (记者 付家宝 通讯员
刘建华)在文峰街道办事处河西社
区,有这样一位“健身达人”,她虽
年过八旬,却能轻松将腿抬到头
顶。

7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议
台路的统计局家属院时,远远便看
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拿着红
绸扇子在空地上快乐地跳着,这就
是“健身达人”曹琼老人。

曹老太太今年82岁,得知记者
的来意后,她大方地展示起自己的

“绝技”:轻松地将腿抬到了头顶,
整个动作自然、流畅。

据了解,曹老太太原籍重庆,
1960 年和丈夫来到许昌。1992 年
退休后,为了有一个好身体,她每天
都会通过跳舞、打拳、压腿等方
式来锻炼身体。“每天早上我5点
多就起床了,6 点准时出门到文峰
游园打太极拳,7 点多吃早饭,8 点
到河边跳两个小时的舞。下午,我
和老伴儿出门转转,和街坊邻居们
聊聊天。通过锻炼,我的高血压、
心脏病都好了,走路也非常有劲
儿。”曹老太太向记者介绍道。

谈到自己的好身体,曹老太太
爽朗地笑着:“我心里从来不存事,
想得开,不计较,不与别人发生矛
盾。以后,我还得好好锻炼,争取能
去参加安徽卫视的 《男生女生向
前冲》节目,闯闯关,和年轻人比一
比。”

邻居“霸占”卫生间
一番调解释前嫌

本报讯 (记者 李盼 通讯员 康
旭)“卫生间是公用的,凭啥不让俺
用?”近日,家住铁路家属院的许老
太气愤不已地向“3112345”工作
人员反映,称邻居不让自己用公用
卫生间,她希望有人能帮忙解决一
下此事。

许老太所住的铁路家属院是
一个老家属院,住房建筑结构比较
特殊,每两户居民共用一个卫生
间。由于这种生活上的不便,居民
矛盾时有发生。

近两个月来,许老太与邻居共
用的卫生间经常发生堵塞问题,邻
居怀疑是许老太一家所为,便以各
种理由拒绝许老太一家使用。

两家以前也曾因此发生过口
角,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气
愤的许老太这才想到拨打“魏都
区为民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热线电话接线员在了解清楚
许老太的问题后,随即将此事移交
给许老太所在的五一路街道办事
处。

该办事处获知此事后,要求许
老太所在的万里社区居委会尽快
处理。

万里社区居委会主任韩桂荣
和工作人员很快一起到许老太及
邻居家中进行调解。“卫生间是公
用的,谁家都不能霸占,有啥问题,可
以指出来,大家一块儿商量解决的
办法。都是邻居,尽量和睦相处。”
经过工作人员一番入情入理的劝
解,许老太的邻居同意让许老太一
家使用卫生间,但以后两家都要注
意保持卫生清洁。

事后,许老太表示对处理结果
很满意。

周正在布达拉宫景区前。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