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怕养不活，小名“毛狗”；凭“歪点子”赚钱赚到心慌……
听安徽首富讲鲜为人知故事

余渐富：
做生意要“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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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10日，余渐富多

了新身份：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董事长，这

是首座以民营企业为主导创办的徽商金

融业“航母”，由包括余渐富在内的我省10

家知名企业发起，注册资金30亿元。

外界也普遍关注到，惯做实业的余渐

富开始踏上了转型之路。8月5日，余渐

富坦言他正学着做投资，“做实业太累了，

虽然投资也累，但两种累不一样。”

同时，他还透露，已为南翔集团找好

了“接力棒”，今年11月将公开宣布从南翔

集团“裸退”。

而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他就规划

55岁前“退居幕后”。在他看来，要做成百

年企业，就必须要现代化商业模式。而做

企业，说白了，就是处理所有者、经营者和

员工三者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民营企业

大多是混合型的老板，所有者既是决策

者，又是管理者，甚至还是执行者，这些必

须要剥离。”

谈退休:年内或将宣布“裸退”

刘维静 记者 宛月琴

余渐富很“富”，曾是多个榜单上的“安徽首富”，其一手创办的安徽南翔集团成为中

国商贸物流业中的一朵奇葩，用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翔的话说，“余渐富是安徽民营经

济发展的‘活化石’”；余渐富很“穷”，小时候因为没饭吃，家里怕养不活，便取了个小名

叫“毛狗”，十几岁之前做梦的主题就是“大吃一顿”……

8月5日，在省工商联举办的“民营企业大讲堂”上，一向低调的余渐富向记者道出

了“从未向人谈起”的人生故事。

“我是真正的‘草根’，讲话是我的弱

项。”8月5日，操着一口安庆方言的余渐

富一如既往的低调：“只是企业32年了，买

卖现在还在做，证明我运气不错”。

而一路走来，余渐富也曾经历了很多

不为人知的艰辛。他回忆道，很多年前，

他家原本在安庆，后来因为大伯去了江南

的东至县谋生，父亲便也去那里，一去就

感觉那里比老家好点，至少有饭吃，于是

就在那里成了家。

到了1956年，余渐富便在东至县的一

个乡村出生，而实际上他是“真老二、假老

大”，因为哥哥夭折，家里怕他也养不活，

就给他取了个小名叫“毛狗”，而后，母亲

又先后生了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

“那个年代，这么一大家子，穷的程度

可想而知”，余渐富坦言，他童年时做梦的

主题都是能“大吃一顿”，尤其令余渐富至

今仍感到心酸的是，母亲几乎每次生完孩

子三天就下地干活，一顿完整的饭都不曾

吃过。

“穷则思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余渐富从小就有“野心”，就总想干些不一

样的事。

谈童年：做梦都是能“大吃一顿”

后来，余渐富在生产大队里当起“娃娃

队长”，又开始搞起了杂货店。现在看来，

余渐富做生意经常“犯傻”。

“有失必有得”，余渐富谈道，他的杂货

店经常被一点爱捡小便宜的村民“顺手牵

羊”，牵去个什么个小商品，余渐富也没太

当回事。反而，无形中给这家杂货店做了

很好的广告，来这里买东西的人越来越

多。还有一次，杂货店营业员看错了标价，

多收了顾客四角八分钱。余渐富发现了，

连忙找到这个人把钱退了。

就是靠着这份诚信，余渐富的生意慢

慢做起来了。当他发现冰棒有市场后，就

办了个冰棒厂；当他发现录像受欢迎时，就

开了个录像厅……

就这样，“歪点子”很多的余渐富渐渐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赚钱赚到心慌”。

谈创业：做生意有时也要“犯点傻”

2005年，余渐富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

的“安徽首富”，当时的个人财富达到1.33

亿美元。2009年的胡润榜上，余渐富再次

以27亿元的身家创造了“安徽首富”的新

纪录。

尽管如此，余渐富谈起自己的财富却

异常平静。“我平常的日子特别普通，一出

去吃饭就觉得不自在，最爱的菜就是最普

遍的山芋杆、青菜萝卜。”

在余渐富眼里，口袋里的财富永远是

有限的，只有脑袋里的财富才是无限的。

30多年来，余渐富说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过

学习，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他，不断

地从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深造中，让脑袋里

的财富更丰硕。

余渐富将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于

“运气不错”，而这背后，又离不开他对时机

的敏感度，在每个重要的机遇面前，余渐富

总能凭借着自己“脑袋里的财富”抓住。譬

如 1979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他当上

个体户；1993年，他又第一时间感受到来自

南方的春风，注册了中国第一批公司。

谈财富:脑袋里的财富才是无限的

做生意要学会“舍得”，有时

候“犯点傻”并非坏事，说不定能

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口袋里的财富是有限的，脑

袋里的财富才是无限的。

拾荒18载养大独臂女弃婴
亳州老夫妇感动吉林城

曾梅 记者 任杰

18年前，亳州市谯城区一对贫困老夫妇在公园捡到了一个先天失去左臂的女婴。老

两口不顾两个儿子的反对，坚持收养这个女婴。为了维持生计，老两口带着女孩一路乞

讨到了东北吉林，以捡垃圾为生。18年后，女婴成长为天真可爱的女孩，并以优异成绩

考入了吉林省通化市一高中。祖孙三人的事迹，顿时感动吉林城。

1993年初冬，张玉德的妻子罗贤兰带

着儿子和小孙子去逛公园，刚步入公园，

就听见有婴儿哇哇的啼哭声，上前一看，

一个2个月大的婴儿裹着单衣被放在石凳

上，孩子身上放了100元钱，还有一封写有

孩子生日的信。

罗贤兰上前怜惜地抱起孩子就走，她

的儿子一下子拽住她，“妈，您不能要这个

孩子，咱家就靠几亩地维持生活，哪里有

钱养活这个孩子。”罗贤兰的心紧缩了一

下，眼睛湿润了，她解开衣衫把孩子紧紧

地搂在怀里，“这是一条命啊，救命要紧！”

罗贤兰将女婴抱回家中打开襁褓一看，不

禁大吃一惊，孩子先天性左臂残缺。

张玉德没有责怪妻子捡回女婴，他

说：“我们给孩子取个有意义的名字，她的

左胳膊缺少一截，能增加上就好了，就叫

张大增吧！”为了让孩子吃饱，罗贤兰将大

米爆成花，然后磨成粉与奶粉一起熬成糊

糊，一口一口地喂大增吃。

18年前，逛公园捡回独臂女婴

【余渐富语录】

之后的几年，祖孙三人一直过着贫困

却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大增5岁那年，家

里大片大片的庄稼被洪水淹没，祖孙三人

无奈到处流浪，不久便来到了吉林通化。

在通化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祖孙三

人开始了他们拾荒的生活。不久，祖孙三

人的感人事迹便在当地传开了。当地一些

好心人得知他们的情况后纷纷伸出援手。

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张玉德

没有读过几年书，但他深深懂得读书的重

要性，他做梦都想着，一定要让孩子上学。

2000年，进入学校的张大增有了个好听的

名字：张森。张森年龄虽不大，但很懂

事。她每天早晨起得很早，给爷爷奶奶打

好洗脸水，然后静静地在一边温习功课。

小学毕业后，她顺利地升入了通化市九中

就读，今年中考成绩揭晓，她更是以586分

的成绩考入了通化市最好的一所高中。

靠拾荒，老夫妻供养女孩上学

张森说：“要不是奶奶，我还能活吗？

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我也没打算去找父

母，我将来读大学时，就办助学贷款，不用

爷爷奶奶操心了。等我工作了，我就买个

大房子，让爷爷奶奶和我一块住。”

据奶奶介绍，张森总是要求自己做饭，

还喜欢示范给大家看：她将洗好的黄瓜放

在面板上，左肩处用毛巾顶住黄瓜，防止滚

动，然后右手持菜刀麻利地切着黄瓜片。

“刚开始学切土豆丝时，都切筷子那

么粗，后来她总练习，现在切得又细又快

了。”奶奶笑着说。

谈未来，买大房子给爷爷奶奶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