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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樊立慧 宛月琴

好环境

刚到广东，你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一股海风和

绿意，人行天桥上缀满了鲜艳的花丛，公园里的植被

茂密无比，道路两旁，巨大的榕树围成一堆，你甚至

还能发现芒果树的身影，偶有行人走在路旁，说不定

都会被成熟过后的芒果“砸”中……

在粤期间，在和安徽老乡交流的过程中，大家似

乎都对广东这片土地充满着感恩。7月12日，吴列进

就谈到，“中盈盛达模式”诞生在广东的土地上有着

多方面的原因。佛山的民营企业很强大，建筑陶瓷

业占据着全国60%以上的市场，机械装备业也非常

抢眼。这样天然的产业优势给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行

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政府支持力

度很大，将担保行业纳入政府金融体系，在政策上给

了很大的保障。

广州安徽商会的高红伟坦言，与广东相比，安徽

不缺人才，但缺的是市场氛围。“在广东做生意，你可

以不见什么官员，跟工商税务接触也是有限的，企业

的活力很容易被释放出来。”

广东机会很多，在这里无论做什么，上

位的机会可能都很快。高中毕业后，张春

扬就出来打工了，在广东拉业务，爱琢磨的

他两三年之后就在这里立足了，年薪甚至

上百万。而1982年出生的他不满足于此，

自己开了化妆品公司。

“广州的商业气氛，让你不得不投入这

样的环境中，机会也多，只要愿意投入，还

是能够寻找到很多机会。”作为安徽人在

广州闯荡的80后代表，张春扬的话朴素却

也是真实讲述这块土地的商业氛围。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曾经在广

东挂职过，谈到广东的政府，他也认为，政

府做事很规范，知道如何具体支持企业，

主动去了解、跟踪、服务企业，反映情况也

及时答复。

记者追寻在广东的安徽人足迹

一“跳”而下闯“南洋”
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再次发表南巡讲话，思想

解放的春风吹动了深圳的发展、广东的前进，吹动了

神州大地的翻天覆地变化。以改革创新精神闻名的

江淮大地上，不少人也被这阵春风吹得“蠢蠢欲动”，

南下，成了一种方向，更是一种精神。

2011年7月，本报特派记者到广州，寻找在异乡

的安徽人。在一“跳”而下的征程上，他们大多从打

工者的角色开始，大多经历过常人难以坚持的艰难，

最终，他们在那片富有活力的土地上，上演了一个又

一个动人的创业故事。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个个

体，但是大家组合起来，也拼凑出安徽人的特征来。

“一旦发现火情，你该启动哪个按钮？”“你会用这个灭火器吗？”7月26日下午，记者跟随省消防总队，突

击检查“皖粤经贸合作活动”涉会场所消防安全保卫工作，督促相关单位绷紧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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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关于“无影脚”的故事依然在流传，只

是，出生于安徽桐城的吴列进没想到，在这座“禅

城”，他也会成为一段行业传奇。

差不多接近30年前，他还在安徽铜陵一所大学

的三尺讲台旁挥斥方遒，在教了10年的财务课程并

任职学校重要管理岗位后，一股来自南方的潮流，仿

如一夜春风深深地吸引了他。

南方的机制好，让他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方向。

于是，已身处高位的吴列进抛弃了一切，来到广东。

他说，那不是“下海”，而是“跳海”。

日后，吴列进在南方如鱼得水，由其率领并创造

的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中盈盛达模式”，

被业内誉为担保机构运营的“第四种模式”。2008

年，他还被评为“全国十大担保机构领军人物”。

有着“一跳”经历的人还有很多，在那股“千树万

树梨花开”的春风下，南下逐梦潮涌动在那个年代很

多人的心头。

好机制

不是“下海”是“跳海”

1970年出生在安徽潜山农民家庭的王文银，仅

仅10多年的时间，便将一个当初生产插头的小厂打

造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正威国际集团，成为全球最

大的电源线生产厂家之一。

深圳，公明镇。

就是这个镇，活跃着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打工

者，几乎是深圳最为人知的打工者聚集地。

这30年来，大约有30万安徽人先后在这里追梦

和奋斗！无论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的“老深

圳”安徽人，还是受邓小平南巡讲话激励的逐梦者，

抑或是2000年后的新生代，深圳，都给予了老乡们相

同的烙印，这座城市里安徽人的集体记忆往往由三

部分构成：迁徙、梦想和奋斗。

王文银在深圳的办公室也就位于这里。当然，

那年怀揣几百元南下深圳的王文银，也是一名打工

者，最穷的时候，他口袋里只剩10块钱。就这10块

钱，他花了三天。没地方住，就睡在水泥管子里。

“从最初的经济头脑到投资意识，从投资意识到

创业的冲动，从创业的冲动到开启事业的平台，这些

都是我从自己的打工经历中感悟到的。”

不光是王文银，从打工启程的创业者还有很

多。来自安徽枞阳的陶正国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

从南京农业大学老师的岗位上，“摇身一变”成了广

州一家饲料厂的打工者，也就是从这家饲料厂开始，

他开始了在广东的打拼。

从阜阳过来的王飞，做钢材生意，走过最初的艰

难，现在，广州的很多工程，比如摩天大楼、白云国际

会议中心、亚运城等项目，都有他参与钢材的供应。

好地方 “打工”开启的辉煌

“好树也需好土壤”

跟很多外来创业者一样，安徽人在南方赶上了

他们自己从未感受过的时机。但不同的是，凭借着

徽商独有的勤勉、务实，他们书写了一个个辉煌。

7月11日，在深圳，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了这样的

一个细节：安徽人的身影几乎遍布深圳的各行各业

各领域，广东省一位省领导在一份批示中就提到：在

深圳的徽商中，有“二王”。

“二王”？一位自然是汽车界的“黑马”——比亚

迪掌门人王传福。关于王传福的创业故事，一般都

这样开头：1995年2月，安徽无为人王传福向做投资

管理的表哥吕向阳借了250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

了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他在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

态报告中发现，日本宣布将不再在本土生产镍镉电

池，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势必会引发镍镉电池生

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对于中国电池业来说无疑是

前所未有的重大契机。于是他马上决定涉足镍镉电

池生产。

两年之后，王传福便印证了他具有的独特商业

天赋：1997年，比亚迪公司镍镉电池销售量达1.5亿

块，排名上升到世界第四。而后，王传福又吹响了

“造车”的集结号：“比亚迪计划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

一的汽车生产企业，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

与王传福并驾齐驱的另一“王”——王文银则将

铜产业做到了淋漓尽致。

好机会

深圳徽商有“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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