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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辣妈火锅店规模可观，3层楼房、建筑面
积720平方米，外观别具特色，内部装修温馨、安静舒
适，前来就餐的顾客很多。火锅店的旗下还有一个占
地300平方米的辣妈啤酒花园，一个格格府火锅城，3
处饭店共有固定员工52人，临时雇工60余人。而经
营这3处饭店、领导100多名员工的却是一个从桦甸
市农村来的34岁的年轻女子，她叫李若宁。让我们揭
开笼罩在她身上的神秘面纱，看她一路苦难、一路辛
酸、一路拼搏、一路高歌的创业历程。

童年苦难 铸就了她自强不息的品格
1982年5月，李若宁出生在桦甸市八道河子镇

当石村后当石屯，她有一个姐姐叫李霞，她和妹妹李
梓宁是双胞胎。李若宁5岁时，父亲李长顺因病去世，
母亲张晓云那年只有26岁。这个时期的农村已经开
始包产到户，因为家中没有劳动力，孤儿寡母难以为
继，性格刚强的母亲领着女儿们来到桦甸市，租了一
个10多平方米的小仓房住了下来，靠走街串巷卖菜、
卖糖葫芦维持生计。

冬天到了，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小仓房里到处结
满了霜，做饭的蒸汽四处飘散，霜又冻成了冰。没钱买
煤，母亲就到铁路边上捡运煤火车掉下来的煤渣。李
若宁和妹妹到街上捡废纸、纸盒、捆菜的稻草，凡是能

烧的都捡回来填进炉子里。离她家不远的街道对面有
个小卖店，屋里生着火炉，十分暖和，店主人看到两个
孩子冻得实在可怜，就让小姐俩到屋里取暖，这在李
若宁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助人为乐的种子。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冬里，母亲由于整天奔波，
累得病倒在床上，小姐俩趴到母亲的身上大声哭叫，
终于唤醒了母亲。为了给母亲做点好吃的，李若宁翻
遍厨房，才找到了一碗黄米面。她让妹妹烧火，自己和
面，给母亲烙了几张粘糕饼。母亲又激动又可怜小姐
俩，哭着吃下了粘糕饼。慈祥的小卖店主人送来了一
些药，母亲吃后，病渐渐地好了。

到了年关，大街上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酒肉飘香，
小仓房里的母女家徒四壁，母亲买了几根红头绳给女
儿扎上，边扎边唱《白毛女》里的唱段，唱到悲伤处，母
女抱头痛哭。

李若宁长到7岁的时候，爷爷从农村来看她们，
见到儿媳和孙女过着如此悲惨的日子，老人热泪长
流，决定把孙女们带回农村。就这样，李若宁回到了后
当石屯，这一年暑假过后她上了小学。李若宁自幼聪
明，学习又刻苦，所以每一次考试都在班里排前几名。
李若宁小学毕业后升入初中，这时母亲在桦甸市又结
了婚。继父自幼患小儿麻痹，是个残疾人，对母亲很
好，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李若宁就此回到母亲身边，在
桦甸市的一个中学读初中。

继父开始给一个经营粮食的个体户跑业务，后来
自己开了一个面粉厂，在母亲的帮助下，生意日渐兴
隆。就在全家庆幸终于摆脱了贫困的时候，1998年的
一场大水把面粉厂全部摧毁，债主们纷纷前来讨债，
要不到钱，他们扬言要绑架孩子。走投无路的继父自
杀未遂，家庭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此时的李若宁已经读到高中二年级，面对家庭的
突然变故，深明事理的她感到自己再也不能给家庭增
加负担了，而要替继父分忧，为母亲解愁，她毅然终止
了学业，到市政府宾馆当服务员。由于她吃苦耐劳，5
个月后当上了领班。因为姐姐在吉林市读书，姐姐的
同学在吉林市开了一家服装店，店里卖服装需要人
手，李若宁就来到吉林市开始了打工生涯。她卖过服
装，卖过鞋，在饭店当过服务员，在手机店卖过手机。
后来自己创业，开了一家手机店，淘到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

执着追求 铸就了她事业的辉煌
正当李若宁在吉林市的手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的时候，姐姐李霞在大安市结婚了，并且新开了店铺，
创业之初急需几个得力助手，姐妹情深的李若宁只好
来大安帮助姐姐打拼。姐姐的事业有了起色之后，李
若宁有了自己创业的想法。这期间她认识了张卫东，
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最后走上了婚姻的红地
毯。婚后，她用结婚的钱和爱人在安广镇开了一家手
机店，生意红红火火，一年后又在安广镇政府旁边开
了一个当时在安广镇最大的东亚手机大卖场。5年后
事业发展到大安市、前郭镇、王府镇、哈拉海镇，她的
手机生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给她带来了滚滚
的财源。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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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大安市辣妈火锅店经理李若宁

□李显文

创业创新我的故事

违建是城市建设长时间遗留的
一个顽疾。拆除违章建筑，是老城改
造的前提和关键。

为什么会出现违建？大致有两
个原因：一是没有把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提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用领
导意志替代相关规定。1975年前后，
白城当时的行政专员公署，相当于
现在的市政府，要建一幢4000多平
方米的办公楼，到规划处审批。当时
规划处的领导不同意，说这幢楼正
好压在规划的城市扩建道路上。行
署办一位负责人说，猴年马月才能
把马路修到这儿？我保证，将来有一
天要修路，我头一天就把这幢楼扒
了。10 多年以后，1985 年修内环路
时，这幢楼果然压了红线，至今还躺
在人行道上。权大于法，造出了一条
不想看但又不得不看的风景线。二
是出于一己私利，紧贴楼房或在公
共用地上建一些小型违章建筑，几
年甚至几十年。

拆违工作历来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修内环路时，遇到不少钉子户。
有的老人专门躺在被拆迁的房子
上，有的女主人一看工作人员进屋，
就做一些不雅动作，吓得一些男同
志退避三舍。尽管难度很大，由于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还是按时完成了内环路的拆迁工作。

这次老城改造的拆违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领导带头，层层包保，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依
法拆除违建14.6万平方米，而且无一上访，创造了我市
拆违史的奇迹。

洮北区承担了这次拆违工作的绝大部分任务。面
对违建数量大、范围广、主体多、反弹快的现实，实行区
领导包片、部门领导包块、党员干部包点，层层签订责
任状，明确责任人，明确任务目标，明确标准时限，一包
到底。

在拆违实践中，洮北区总结出“群众评说引导法”
“效果展示感召法”“真情服务感化法”等10个方面工
作法，下面仅举几例。

“组织纪律约束法”——公园西路4-1楼北侧接连
7个门斗，共涉及违建面积40平方米，其中一个涉及政
府公职人员，经过反复工作和纪律约束，这位公职人员
带头拆除后，7个门斗在3天内全部自行拆除。

“外围定点突破法”——对一些反复工作无效的违
建户，洮北区采取“外围发散、定点聚焦、精准突破”的
方式，逐户清理社会关系，广泛寻求突破口。民福小区一
区域内，有5处违建，共涉及4个单位，经单位领导找违
建人员约谈后，全部签订了自拆承诺书，并实施自拆。

“拔钉效应带动法”——为集中力量拔掉一批违建
钉子户，洮北区按照“掐尖打叉，突破难点，带动一般”
的拆违思路，及时给更多违建户吃上“凡违必拆，没有
例外”的定心丸。新华街道西新兴小区北侧东西段与新
兴小区南出口的交汇点，路中央有一处占地10平方米
的卖菜商亭，属于存在20多年的违建，以前城管多次
拆除未能成功。这次拆违中，通过多方立体式思想工
作，终于拔掉了这个钉子，引起近百名围观群众叫好。

拆违的实践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任何事情都能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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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