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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的故事

陕西人，“80后”，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工

程专业硕士毕业。

他曾是杭钢最年轻的

先进科技工作者。

如今，他是杭州智伴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创始

人，养老服务产业的创

业者。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像
一颗燎原的火星，点燃了理想与激情。

奋斗是新时代的鲜亮底色，正是这些奋斗在基层的普通人，触到了时代前行的脉搏。同时，奋斗是艰辛的，幸福从
来不会坐享其成。有人为它牺牲了情感，有人为它放弃了机会，但在前行的道路上，从未书写过“放弃”。

从今天起，我们记录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奋斗故事，聆听一个个走在路上的奋斗梦想。

杭钢半山基地关停，技术主管转型养老服务，第一年亏了十几万元

骑电动车送外卖，咬牙坚持一年半后，他终于给自己发了第一份工资

如果这算理想，我想从头来过

“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为

什么不做点有意义的事呢？”

这是黄敏一直用来激励自己

的话。

从前景光明的冶金技术

骨干到白手起家的养老行

业，很多人看不懂黄敏的选

择。

但在他看来，这无关利

益，只是奋斗路上的一次选

择，是忠于内心的理想还是安

于现状，他选择了前者。

通讯员 王佶敏 潘层林

本报记者 华炜 文/摄

母亲的辞世
让他迈出转型养老服务业第一步

黄敏是2009年进入杭钢工作的。2015年，进入杭钢的第

六个年头，于黄敏而言，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拐点。

那时已是转炉炼钢厂技术质量科炼钢工艺技术主管的黄

敏，3 月得知杭钢半山基地关停的消息。6 月，女儿降生。12

月初，杭钢半山基地关停进入倒计时；母亲病危，不久辞世。

“会选择做养老服务，与母亲的离世有着很大的关系。这

让我开始思考自己能为老年人做些什么。”2016 年 1 月，黄敏

和杭钢签下了自主创业的协议，正式投身养老产业。

养老行业不好做，投资大回报慢，而且完全脱离了自己的

专业。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明智？很多人这样劝过黄敏。

但他几乎没犹豫：“我想为更多和母亲一样的老年人尽一

份力，能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添一份幸福的味道。如果那算一

个理想的话，那我就想从头来过，试一试。”

衣食住行，豁出去的黄敏第一步迈向“食”——接管了半

山街道南苑社区的老年食堂。

接管前的社区老年食堂每天提供一顿午餐，一共三个菜，

一荤两素，每餐的餐标六七元，每天前来就餐的老人也就十几

二十个。

2016 年 3 月 7 日，黄敏的便民食堂开业，人人可以进来

吃。菜增加到十二个，一荤两素的搭配统一8元的餐标，老人

可以享受充值优惠，折算下来与之前老年食堂每餐六七元的

价格差不多。

厨师请的是原先杭钢的老师傅，菜蔬多味道好，很快就餐

人数就达到了每天200人次左右，以老年人为主。

5 月 17 日，接管田园社区老年食堂后的便民餐厅也正式

开放，吸引了更多老年人以及居民前来就餐。

黄敏投身养老服务产业的第一步，就这样迈出去了。

兼职送外卖差点撞车
“老板当成我这样的也不多了吧”

所谓隔行如隔山，冶金技术骨干想在养老服务行业站稳

脚跟，并不容易。

虽然有着街道的支持，免除了水电费和房租，但是8元一

顿的餐标，扣除食材和人工成本，连收支平衡都达不到。

怎么办？拓展业务，做外卖。

因为周边住了不少杭钢的职工和家属，黄敏打造了“杭钢

味道”的外卖概念。“我们的厨师就是杭钢出来的，打一波感情

牌试试。”

外卖员紧缺，黄敏跨上电动车，自己亲自上阵送外卖。

“那时候有个外卖订单就特别开心。一件短袖，脖子上挂

块毛巾，是我那时候的招牌打扮。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二十多

个地方的外卖，我回家一身的汗渍。”黄敏说。

有一次骑着电动车往沈家桥方向送外卖。电动车前面的

箱子装着饭菜，后面的箱子装着西瓜，因为路面颠簸，黄敏在

经过一个土坡时，电动车弹了一下，后面箱子里的西瓜滚到了

一侧，电动车失去平衡，龙头一偏，差点撞上行驶中的车辆，饭

菜洒了一地，西瓜也摔碎了。

“当时心里真的很委屈，几个月前自己还在杭钢当技术主

管，现在却这副狼狈样。”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黄敏依旧很唏

嘘，“当老板当成我这样的，应该也不多了吧。”

因为餐标定得低，虽然不时有些外卖的单子，但是 2016

年到了年底，一盘账，黄敏叹了一口气，“虽然做好了第一年会

亏本的准备，但看到亏损十多万元的时候，的确有些慌张。”

坚持一年半后总算不亏了
给自己发了第一份工资

在创业之初，黄敏和妻子有个约定，如果一年后没有盈

利，就放弃创业的念头，找份工作继续上班。

“亏损这么多，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人交代，但是我并不想

放弃。”好在，妻子并没有拿约定逼着黄敏放弃刚起步的事业，

而是和丈母娘一起，帮忙分担家长里短的琐事。

坚持到了2017年，终于开始有了转机。

“餐标定得太低，实在是担负不起各项支出，我们把餐标

提到了9块，同时也适当降低了老人的优惠额度，毕竟要生存

下去。”黄敏说，2017 年 1 月份，餐标调整的通知进行了公示，

绝大部分老人和住户都抱以理解。

之后，黄敏拿下了周边一家康复医院的配餐业务；半山街

道拆迁工作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餐，黄敏也拿到了四分之一

的份额。终于在去年6月份，收支逐渐开始平衡。

其实在入不敷出的阶段，黄敏依然没有忘记自己要做的，

是养老服务的行业。在2016年11月，按照预期的计划，推出

了家政上门服务。

收支平衡后，黄敏又于去年11月在大关街道开设了一家

幸福食堂。节假日，幸福食堂不定期会推出充值优惠活动。

让黄敏印象深刻的是，有两位在店里吃过好多次的老人，每人

一次就充值了一万元，“这是对我们做幸福食堂的肯定。现在

到了周末，很多老人都会带着家人一起来店里吃饭。”

从创业开始，一年多没有给家里补贴的黄敏，终于“有钱”

了。去年 9 月，他和合伙人一起，给自己发了第一笔工资：五

千元。黄敏把这笔工资都花在了家人身上，算是多少弥补自

己从创业以来对家人的那份愧疚感。

现在，黄敏的公司已经从创业最初的七八个人，扩展到

68 名员工，涵盖餐饮、上门家政、社区老年电大、老年人出行

等养老服务的领域。

“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接下来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多

功能老人服务中心，能够提供老人的日间照护、短期入托、心

理辅导，以及针对老年人慢性病的专业食谱制定等服务。”

黄敏的眼中，已经看到了一种美丽生活的定义，忠于自己

服务老人，这是他为自己铺就的奋斗之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云龙林云龙 摄摄（（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