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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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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154医院肛肠诊疗中心

省、市医保（新农合）定点医疗单位

全程无痛 微创新技术

健康咨询：

0376-6160154

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孕育热线：

0376-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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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主把业创 一根一花总关情

———访我市根雕爱好者曾光

一 遇 根 雕 终 不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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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30

岁便拥有
4

家店铺， 对一般
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成功，然而曾光没
有就此停步，转而开始做起根雕的生意。

说起他与根雕结缘也是十分巧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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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太行山八里沟的一次旅行，让他意
外遇到人生的第二位“贵人”，那是一位根
雕大师，一位真正的民间艺术家。

“大师见我对根雕特别感兴趣，便向
我介绍起来，也因我的坦诚朴实，他告诉
我这其中有大的商机，建议我可以关注一
下。 ”说起领他“进门”的师傅，曾光十分尊
敬。

根雕和花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

花卉可以通过种植摸索经验， 但根雕不
行，投资大，风险也大。 “做好这行，不仅要
有资金， 还要有双慧眼， 眼上功夫得厉
害。 ”曾光说道。

曾光告诉记者， 一件好的根雕作品，

要经过选材、构思、剪裁、浸泡、去皮、定
型、雕琢、磨光、打蜡等十几道工序，是个
精细活，做出来的就是工艺品。 而对购买
者来说，选好材料是第一步。

最初因为自己的不成熟， 认不清木
材，曾光也曾吃过不少亏，现在店里还有
七八年前的东西没卖出去。 可以说，他是
在不断的吃亏中前进的。

对于这些质量差的根雕，曾光宁愿放
着也不愿以次充好卖给顾客。 “做人做生
意讲究的都是一个良心， 挣自己该挣的
钱，这样才能活得比较舒心。 ”曾光这样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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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旦前后， 阔别家乡多年的
曾光回到信阳，在家乡开设了根雕店。 “转
来转去，还是信阳最好，这里永远是家，是

根。”曾光这样说道。此外，他还告诉记者，

信阳山清水秀、气候湿润，很滋润根雕，对
根雕艺术品的保存十分有利。

长时间与根雕打交道，曾光也学会了
简单的雕刻手法，清闲时，他会从山上刨
点小树根练练手。 “到现在，我对檀木认得
也不是太清，还在不断地学习，这算是一
门活到老学到老的学问吧！ ”曾光坦诚地
说道。

从一个对花木、根雕完全不懂的“门
外汉” 到如今成为大部分人眼中的“专
家”，曾光关注更多的是不断地学习、大胆
地尝试，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属于自己的
成功事业，这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无疑
是一种很好的激励。 “通过劳动创造价值”

是他的人生格言，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
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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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根雕、玩奇石、品香茗，

这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种理想
生活， 悠闲惬意又不失乐趣，

而这正是
34

岁的曾光平常生
活的真实写照。而立之年的他
目前拥有一家奇石根雕馆，并
且是一名根雕爱好者。记者初
次见到他时， 他刚清扫完店
铺，正要坐下来吃早饭。 一阵
寒暄后，泡上一壶清茶，曾光
向记者娓娓道来他艰辛却又
成功的创业史。

人生第一桶金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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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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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曾光考上了河
南财经学院，因为自幼家穷，他又是家中
长子，他十分理解父母的辛苦。 在上大学
时，他做过各种兼职。曾光向记者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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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当其他人都在无忧无虑享受大学美好
时光的时候，他却在背着一包包袜子挨个
地敲同学宿舍的门，每天晚上，看着手里
辛苦挣来的二三十元钱，浑身的疲惫就消
失得无影无踪了。

“钱不多，却是我用汗水换来的，肯定
很高兴。 ”回忆起过往，曾光笑着说道。 通
过每天二三十元钱的积累， 大学期间，他
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也让父母身上

的担子轻了许多。

1999

年年底，因为一次意外，曾光终
止了自己的学业，年轻的他固执地不愿意
回家，在郑州租了一间小房子，开始了自
己艰辛的创业之路。 也是在这时，他遇到
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当时，我的房东看我每天那么辛苦，

就问我是否愿意帮他看管花卉摊位。 ”这
偶然的一次机会，让曾光找到了初期创业
的方向。

“我帮他看了两个月的摊子， 挣了
2800

元钱。”凭借着大学营销课程的学习，

曾光知道仅仅给别人打工是没有出路的，

早晚还得自己创业。于是，他用这
2800

元
买了一个花卉摊位，专销君子兰，开始自
己做起了老板。

将书本知识学以致用，再加上灵活运
用头脑，曾光从一个种花的门外汉变成了
专家。

“人们都说君子兰难养，但在当时利
润很可观，为了养好它，我没日没夜地看书考
察。 ”辛勤的努力终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小小
的君子兰被曾光养出了特色，养出了价值。

短短几年，他就将自己的专销店扩大
到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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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店，相对于同龄人，他在事
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清扫根雕上的浮灰是曾光每天必做的事情。

讨喜气好面子
近半食物浪费

婚宴何时变成了“剩宴”？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刘方）又到
了婚礼扎堆的时节， 而与各酒店承包
婚宴的火爆场面相比， 婚宴浪费的现
象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虽然“反对浪
费、厉行节约”一直被提倡，但是在婚
宴讲究体面、阔气的“传统”下，勤俭节
约的观念依旧敌不过浪费现象的普
遍。

宁肯剩下不能不够吃
昨日中午，在解放路的一家酒店，

一场
20

桌的婚宴正在热闹进行，每桌
10

人的餐桌上已经上了大大小小八
九盘菜，而且传菜员还在不断上菜，放
不下，只能盘子摞盘子，很多宾客在菜
才上到一半的时候都已经“吃不动
了”。据酒店服务人员介绍，后面还
有肘子、扇贝、大虾，最后还有主
食、甜汤、水果、蛋糕。 “婚宴不像
别的宴席， 上菜跟地方民俗有关
系， 而且主人都是为了讨喜气、好
面子， 宁肯剩下也不能让宾客不够
吃。 ”该服务人员说道。婚宴结束后记
者看到，一个餐桌上剩下大盆的牛肉，

吃了一半的鱼，剩下四分之三的烤鸭，

基本没动的蛋炒饭……

预订包桌助长了浪费
记者走访发现， 几乎所有的酒店

对待婚宴都采取了“套餐”式的包桌形
式，菜单酒店早已拟好，新人只能在个
别菜上做微调。 以北京路一家酒店为
例，记者发现，标价

1288

元的“百年好
合宴”只是比标价

888

元的“永结同心
宴” 多了一种鱼、 一个煲汤和两个凉
菜。酒店服务人员表示，这么做主要是
方便厨师配菜和准备原料烹调。 上个
月刚办完婚礼的梁先生告诉记者，婚
宴提前预订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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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但是结婚那天
有的宾客没有来，只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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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但是酒
店坚持不肯退桌也不肯退钱， 最后只
好把那一桌的菜又平均摊到别的桌
上，吃不完，最终还是被浪费掉了。 与
此同时， 不少婚宴都被见缝插针地安
排在了工作日， 再加上婚庆环节持续
时间过长，婚宴菜品“可吃性”低也是
导致浪费的原因。

打包带走不好意思
市民刘女士近期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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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婚
礼，面对婚宴的浪费，她说：“我们只是
宾客，主人没打包，我们当然不好意思
打包。再说了，有时候坐在同桌的人不
熟悉，打包带走也不合适。”在采访中，

不少酒店的服务人员都表示， 这两年
婚宴的排场越来越大，浪费也很严重，

平均下来一半的食物会被浪费。 民权
路一家酒店的服务人员说：“餐后我们
都会提醒客人打包， 但是响应的少之
又少， 看着各种食物被大盆大盆地倒
掉，我们也很痛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