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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 ”刘 桂 元
本报记者 解世忠 王 耀 王新欣

企业家是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评价
其社会价值，不仅要看他有多少财富，还要看
他为社会作了多少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
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要继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
义、富而有爱。”

在芮城县，一位民营企业家用他 31 年的创
业经历，“以义为先、义利兼济”的理念，对

“三有”作出了“东风注释”。

富而有责
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年初，电视剧 《繁花》 的热播，一方面使
观众沉浸在上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激情澎湃的
历史故事中；另一方面，该剧展现的各种传统
美食、老字号，也在观众线下的热情购买、走
访中得以再现、延续，成为人们标记时代、追
忆过去的情感注脚。

企业家刘桂元很少看电视，但 《繁花》 的
故事，让他心有戚戚焉。“我就是改革开放的
受益者，经营的也是老字号传统美食。”刘桂
元说。

上世纪 90 年代，刘桂元在芮城县供销社下
属的一家食品厂任车间主任。受市场经济冲
击，厂子走到了改制的十字路口。刘桂元也和
车间的同事们一起，面临下岗。

就在此时，有人“撺掇”刘桂元：“你是
车间主任，要不你带着大伙一起干吧”。

从国企工人到自主创业者，面对这一身份
转变，刘桂元迟迟下不了决心。但就在此时，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让刘桂元作出了他
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1993 年，刘桂元成立了芮城东风食品厂。
“取名‘东风’，一是它代表着春天的到来，二
是它蕴含着东山再起的寓意。”时隔 30 余年，
刘桂元依然记得当初他下定决心时的那份悸动
与憧憬。

“我出生在永济的一个小村庄，忘不了祖
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创业后，我的
员工大多来自农村，市场也主要面向农村。发
展不忘根本，致富不忘源头。一定要和农民群
众共同富裕。”谈及一路走来的初心使命，刘
桂元感慨万千。

刘桂元说，出于对农村和芮城点心的深厚
感情，他选择了创业这条路。正是因为这个初
衷，他带领东风食品厂 31 年如一日，坚守农
村，把点心做新、做精、做透、做专。

走进位于黄河岸畔的东风食品厂，桃花、
玉兰花、樱花次第盛开，行政办公楼、生产车
间、产品展销馆里，一派繁荣景象。

年逾花甲的杜随锚推开刘桂元办公室的
门，打断记者采访：“刘总，这是年前借用的
糖稀桶，这会儿用完了，还给你。”

杜随锚就住在东风食品厂附近的芮城县风
陵渡镇赵村。平日里，他种植着 10 亩地。每到
中秋、春节前夕，他都会自己制作一些点心售
卖。“这几年年龄大了，地里活干不动了。每
年忙活一两个月，就能挣三四万元。这一切，
多亏了刘总，他实实在在是我的贵人。”

杜随锚告诉记者，风陵渡镇几乎家家会做
点心，他父亲以前就经常在农闲时节到作坊里
打工补贴家用。

据悉，风陵渡点心已有近千年的制作历
史，需将油、水、面和起来反复揉，再以白
糖、芝麻等为馅，经火炉均匀烤制后，外皮层
层翻酥、入口香甜味长，极具芮城风味。

《芮城县志》 记载，明清时“邑内商号多
属土著，出商于秦、豫者亦殊不少。唯熬米糖
之商，西达潼渭，南及巩洛，北逮绛汾，颇获
专利”。

在市场化的经济浪潮中，规模化、品牌
化、标准化生产的东风食品厂走在了前头，拥
有职工 100 余人、大型生产设备 50 余台，生产
的各式点心有 60余种。

在风陵渡，如今还有 20 余家个体经营户在
从事着这个行业，杜随锚就是其中的一员。都
说同行是冤家，但在刘桂元看来，同行是“亲
家”。

个体户进原料少，没有议价权，刘桂元就
按照进货价将原料转售给他们；个体户生产设
备更新不及时，刘桂元就免费将生产设备借给
他们使用；今年市场上流行某种款式的外包
装，刘桂元便主动招呼大家到厂里拿货……甚
至在企业家看重的利润方面，刘桂元也作出了

“牺牲”。
以最便宜的点心为例，按照市场价格，东

风食品厂的出厂价是每公斤 16 元。往上看，其
他厂子的同类食品定价大都在 20 余元；往下
看，刘桂元完全可以选择利用“大身板”，以
打价格战的方式击垮这些同行，实现一家独大
了，但刘桂元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生产成本、
个体户的利润空间、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综合定
价。

“参考同行一些大厂的做法，我完全可以
将价格定得高一点，但风陵渡点心是一个地方
风物，这里的老百姓逢年过节、有红白事，都
讲究带着几包点心串门。我不能让老百姓觉得
点心越来越贵，买不起了。另外，风陵渡点心

制作技艺是属于风陵渡、属于芮城的，只有整
个行业越做越大，东风食品厂才会越来越好。
击垮了他们，‘东风’也长远不了。”

因此，虽然东风食品厂每年消化农产品
800 余吨、产量 1000 吨，但利润始终处于同行
业较低水平。

这些年，带动多少人一起致富，刘桂元记
不清了，他始终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带动更多
的人共同富起来。

33 岁的尚鹏洋开过铲车、塔吊。2018 年，
成家后的他想着“稳定”下来，思谋着找个不
用整天奔波的事儿干干，“我和媳妇看上了一
家门面，准备开超市。”小两口一打听，盘下
这个店面需要 28万元。

找谁借钱？妻子在东风食品厂干过，尚鹏
洋就鼓足勇气找到了刘桂元。没想到，刘桂元
一次性就拿出了 5 万元现金支持，并表示“厂
子的货你随便拿，货款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再
结”。其间，刘桂元还数次到超市了解经营情
况，从商品摆陈、定价，到门头设计都提出了
建设性的意见。

6 年过去了，如今，尚鹏洋的超市也从 100
平方米扩建到了 2 层楼，总面积达到 300 平方
米，每年的销售总额达到 300 万元左右。“其
中，来自东风食品厂的产品销售额就占 50 万
元。可以说，刘总成就了我，‘东风’成就了
我。”尚鹏洋说。

罗鹏波是东风食品厂在永济市的经销商。
起初，他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接触这一行业
的。没承想，作为生产商的刘桂元，亲自带着
他跑遍了永济的每一个镇，陪着他装卸货、谈
客户。“看着刘总这么大的一个老板，年龄也
比我大，还亲自帮忙搬货，我就下定决心一定
要好好干。”罗鹏波说。

刘桂元说，他就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知
道他们的“苦”，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乘着“东风”，罗鹏波的事业越做越大。
现在，他成立了公司，除了“东风”，还代理
了啤酒、饼干等好几个快消品。“但最重要的
还是‘东风’。每年光它就能给我带来十几万
元的利润”。

一里桃林十里香。5 月下旬，在风陵渡镇
赵村村民杨建民的 5 亩桃园里，红彤彤的桃子
挂满了枝头，绿树掩映间，鲜桃饱满水嫩，令
人垂涎欲滴。弥漫着桃香的果园里，他正在为
外地客商现场采摘、选果装箱。

“以前，我就是跟着别人种，啥火种啥，
但老落在别人后面，挣不下钱。”杨建民说，
2016 年，在刘桂元的组织下，他去外地考察，
将油桃引进到赵村。

快人一步，胜人一筹。这次走在前面的杨
建民很快就尝到了甜头，“现在每亩桃产量在
4000 斤左右，每亩收入能达到 6000 元”。

不光是油桃，这些年，刘桂元还自费帮助
村民引进香椿、水果柿等新品种。“其间，刘
桂元从联系种子经销商、垫资，到咨询专家都
全程参与。”赵村村委会主任宋成军告诉记者。

一定要说刘桂元“图点啥”，刘桂元开玩
笑地说，他图的就是“老百姓多挣钱，就能多

买点心”。
三十多年来，刘桂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

一个个村民生活得更好，让老百姓从心里认可
了这位“刘老板”。

赵村共有 13 个生产队，村民们亲切地将东
风食品厂称为“14队”。

富而有义
构建“利益共同体”

由于此时尚处生产淡季，偌大的东风食品
厂里，只有少数几个行政人员。但董事长刘桂
元的办公室里，却挤满了人。“他们都是前来
洽谈合作的供货商，马上就谈完了。”刘桂元
说。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这位 61 岁的企业家搓
了搓手，“真不凑巧，目前工人都放假在家。”
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不过我们厂子的工人
都是附近的村民，我打电话看他们谁在家，让
他们来一趟。”

“ 叔 ， 找 我 啥 事 ？”“ 姨 夫 ， 我 来 了 。”
“哥，我来迟了，没耽误事吧？”……说话间，
三名工人来了。

看到记者对这稍显“混乱”的称呼有疑
问，刘桂元解释说：“我把工人们都当亲人一
样，整个厂子几乎没有叫我刘总的。”

我们的采访就从称呼刘桂元为“叔”的苏
康峰开始。

26 岁的他和父母三人都在东风食品厂工
作。苏康峰说，他叫刘桂元“叔”是有来由
的。苏康峰的父母原本是刘桂元在芮城县供销
社的同事，1993 年，东风食品厂创立之初，两
人就是第一批工人。后来，夫妻俩因为要开办
自己的食品加工作坊，离开了东风食品厂。但
之后，因为经营不善，他们又回到了东风食品
厂。2020 年，苏康峰也进入东风食品厂，成了
父母的同事。

谈及在“东风”工作的感受，苏康峰说，
除了比同类企业优厚的薪酬外，最吸引他的，
是东风食品厂的“人情味”。

2021 年 冬 天 ， 苏 康 峰 刚 参 加 工 作 不 到 一
年，女朋友决定要去北京打工。这让苏康峰整
天都闷闷不乐，工作起来也无精打采。

知 晓 这 一 情 况 的 刘 桂 元 主 动 找 到 他 说 ：
“康峰，我给你放半年假，去北京找姑娘好好
谈谈。”

半年后，苏康峰成功带着佳人归来，并于
去年举行了婚礼。

“我在北京半年，也是给别人打工。出去
之后一对比，亲身感受到‘东风’大家庭的温
暖 。 我 觉 得 跟 着 刘 叔 干 ， 有 奔 头 。” 苏 康 峰
说，厂子为每一位员工提供了公平公正的晋升
机会，而且薪资待遇优于同类型公司，员工的
幸 福 指 数 很 高 。“ 在 公 司 工 作 期 间 ， 我 买 了
车，买了新房，可以说，东风食品厂改变了我
们一家的生活。”

与苏康峰不同，40 岁的姬晓华是刘桂元的
外甥女婿，和刘桂元是实打实的亲戚。但 2010
年他加入东风食品厂时，只是个“穷小子”。

姬晓华清楚地记得，初到“东风”，他的
工作是跟着刘桂元一起送货跑市场。每到一
地，刘桂元总是跟他一起搬货、卸货，一点也
没有老板的架子。

工作三年后，刘桂元还把外甥女介绍给了
姬晓华，解决了他的婚姻大事。“我结婚时没
钱没房，全是靠我姨夫贴补了十来万才把媳妇
娶回家。这两年，我们买房、买车，姨夫也帮
了不少。”

刘桂元坦言，这些年来，东风食品厂一步
步发展壮大，职工功不可没。在这一过程中，
老板一个人赚了钱不是好事，只有与职工共享
发展成果，让所有人都能赚钱，才能实现企业
的长远发展。

一组数据足以证明刘桂元的话：建厂 31 年
来从来没有发生过欠薪事件；过去的 15 年间，
员工人均年收入从 4万元提高到 6万元。

“ 多 亏 体 检 时 发 现 ， 不 然 等 病 发 了 就 迟
了。”回想起去年患病治疗的经历，杨艳霞至
今深感幸运，“厂子一直关注我们员工的健康
问题，缴纳医保、定期体检一样不少。”

2023 年 2 月，东风食品厂如期组织全体职
工体检。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胆
结石，建议手术”，杨艳霞一下慌了神。

“走，我开车带你去西安看病去。”得知消
息的刘桂元，开车带着杨艳霞夫妻俩前往 200
多公里外的西京医院，全程陪着没出过远门的
两人就诊、住院，一直坚持到手术完成才离
开。

离开前，刘桂元拿出了一万元现金交给杨
艳霞：“你安心养病，钱不够了再跟我说。有
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全厂人都是你的支
柱。”

出院返岗后，杨艳霞比以前更热爱自己的
工作。“做人要讲良心，厂子待我们这么好，
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干。”杨艳霞说。

据悉，东风食品厂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善待员工、打造温馨和谐的“家文化”，作为
凝聚人心、共谋发展的秘诀之一，即使是在最
困难的疫情期间，也做到了不减一名员工、不
减一分钱工资、不减一分钱福利待遇，让员工
真正拥有主人翁的尊严、家的归属感和发自内
心的获得感。

80 岁时去世的老员工杜步岳，在其生命最
后的那段时间，也要坚持每周到厂子里“转一
转，看一看。”

富而有爱
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 《我爱这土地》
里的诗句，深深打动着刘桂元。

几十年来，刘桂元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
久久为功，用大德大善大爱点燃一束束微光温
暖无数人。

刘桂元出生在永济市蒲州镇杨马村一户普
通农家。从小，农民特有的淳朴与踏实，就在
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父亲的言传身教，
让他一直心怀德善思想和家国情怀。

创业后，刘桂元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
时刻不忘回报桑梓。他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在扶危济困中不断提升着
自己的人生高度。

杨马村地处涑水河边。以往，村民进出村
子 仅 靠 一 条 年 久 失 修 的 水 泥 路 ， 很 不 方 便 。
2012 年，村里决定修路。刘桂元了解情况后，
二话没说捐助 1万元。

“老人是社会的财富，他们曾经为国家和
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因此，要永远关爱老人、
尊重老人、善待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多年来，刘桂元对老年公益事业用情颇深。

2015 年，村里修建老年人活动中心，刘桂
元又掏出了 1 万元。“当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刘桂元。找到他，他很痛快地应承下来，
还表示这是所有杨马人的事情，他出一份力理
所当然。”杨马村村委会副主任余养心说，“在
他的带动下，很多村民都捐了钱。最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刘桂元还表示，今后如果有缺口，
交给他包圆。”

除了村里的集体事务外，刘桂元还对村民
遇到的一些难事、急事十分关注并慷慨解囊。

2021 年 7 月，村民姚小青在家做饭时，不
慎被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 60%。高昂的治
疗费，让这个仅靠种地为生的家庭难以承受。
危难之际，刘桂元主动站了出来，前后拿出 4
万元帮助姚小青走出困境。

更久远的救助发生在 13 年前。2011 年，村
民杨狗狗的妻子因病住院，治疗费用需要 12 万
元。无奈之下，杨狗狗找到了刘桂元。“我们
俩非亲非故的，就想着让人家能帮一点就行。
没想到，桂元一下就拿出了 4 万元。2014 年，
我们家翻盖房子，他又拿出了 6 万元。”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杨狗狗眼泛泪花。

……
正是这一件件、一桩桩善行义举，温暖了

一个个身处困境的家庭和个人，刘桂元用乐善
好施谱写了一段段佳话。

“在我们村，有事找桂元。”“十年、八年
才能出这么一个人。”面对记者，村民们纷纷
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28 年来，刘桂元以个人或
企业的名义，累计为社会各类公益事业捐款捐
物 30 万元，惠及“危、急、病、贫、困、穷、
学”各类群体。由于他的作为和担当，他本人
和他的家庭也获得了山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运
城市文明家庭、芮城县道德模范等荣誉。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
好事。刘桂元不仅用信誉和品质为自己打造了
一枚熠熠生辉的“胸章”，更用真诚和担当为
企业家们树起了一面“旗帜”——“努力弘扬
企业家精神，做回报社会的典范”。

刘桂元体格魁梧，声音洪亮，从外形看，
怎么都跟红娘扯不上关系。但这么多年来，找
他说媒的络绎不绝。有人说，是他水平高，会
做思想工作；有人说，是他心眼善，喜欢这个
事儿。但只有熟悉内情的人才知道，刘桂元能
说媒、愿说媒，是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拥有美
好的爱情与和谐的家庭。

刘桂元的家乡蒲州镇是 《西厢记》 的发生
地，普救寺就在镇东 3 公里的峨嵋塬上。许是

“爱情之乡”的滋润，刘桂元乐当红娘。
“农村嫁女娶媳妇，都喜欢找个有身份、

有威信的人做个中间人。按说，刘桂元应个名
也就可以了，但他是真把这当回事，谁家条件
不好，娶不上媳妇，哪两家因为彩礼说不成
婚，刘桂元为了这些能跑七八回。”宋成军告
诉记者。

村民王根苗 60 来岁，妻子患有尿毒症，家
庭困难。他三个孩子的婚礼，全是刘桂元操持
的。一名村民因家庭条件一般，没法支付女方
要求的彩礼，眼看一门好亲事就要泡汤，刘桂
元知道后，自掏腰包补足了彩礼，让一对新人
高高兴兴地成了亲。

2022 年，刘桂元的妻子不幸因病去世。操
持完妻子的葬礼，刘桂元大病了一场。余养心
告诉记者，这两年，他经常看见刘桂元一个人
带着点心到妻子坟前祭奠，与妻子隔空交谈。
这个情景出现了四五十次。只有这时，这个北
方汉子才流露出少见的疲惫和沮丧。

“有句老话叫谋合两姓为媒，斟酌两性为
妁。推己及人，我就是单纯地希望每一对夫妻
都能过上幸福和美的生活。”刘桂元说。

2016 年，刘桂元多了一个新的身份——芮
城县政协委员。当选政协委员后，刘桂元对政
协委员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为了履行好政协委员职责，他把学习
政治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
和业务知识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重点，尤其注
重从社会关怀角度思考问题，把群众日常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自己的所思所考作为建
言献策的出发点，提交了《深入推进农村公厕
建设》《完善农村卫生体系建设》等提案。

多年来，由于真正做到了富而有责、富而有
义、富而有爱，刘桂元及东风食品厂先后被省、
市、县授予“爱心企业”“带领村民致富领头雁”

“山西省优秀企业家”“优秀政协委员”等荣誉称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