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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做菜，蹬过三轮，摆过地摊，当过矿工，2004年创办公司……

开办 400家修脚店的创业达人
本报记者 刘 旭

在沈阳多处都能看到“朋朋修脚”店。大连
朋朋修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广东非常自豪
地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北京、哈尔滨、长春、武
汉、石家庄、福州等 50 座城市开办了 400 家修脚
店。公司 1000名员工中，80%来自农村。

2004 年 9 月 19 日，高广东在大连唐山街开
办的第一家修脚店开业。仅仅 15 年时间，他便
把业务发展到 50座城市，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困难中开启发展之路

高广东今年 36 岁，来自辽宁省丹东市凤城
青城子镇姚家沟。2000 年，他中学还没毕业就
开始在丹东各处打工，学过厨师、蹬过三轮车、
摆过地摊，还在皮革厂、印染厂当过工人。后
来，高广东来到大连打工，在一家浴池干起了足
疗活儿。

因为是小伙子，客人往往不愿意让他做足
疗，因此，他经常是一天也接不到一个活儿。身
上带的 270元快要花完了，领导和同事们鼓励他
再坚持坚持。终于，高广东“开张”了，那天他挣
了 87元。

做足疗过程中，高广东发现很多人患有脚
病，而在洗浴中心修脚的多是修修灰指甲，刮刮
脚上的死皮等，很多脚病不会治。于是，高广东
萌生了一个想法：开家修脚店。

2004 年 9 月 19 日，高广东终于在大连唐山

街开办了第一家修脚门店。他认真研究、遍访各
地名师、学习南北方修脚技术，取其所长，更虚心
听取顾客意见。刚开始修脚时，他们用的都是传
统刀具，往往一把刀给很多患者用。有人认为这
样不卫生，容易交叉感染，于是，高广东改用一次
性刀具。

“那小伙子技术不错，服务态度也非常好。”人们
口口相传，来修脚的越来越多。于是，高广东开始了
连锁经营，到 2008年时，已办起十几家连锁店。

寻找修脚店迅速发展的秘诀

虽然业务发展很快，但十几家店挣钱的少、赔钱
的多，各种问题一堆。高广东反省这一现象，十几家
店已经规模不小了，需要进行科学管理，然而他没这
个能力。

为了补上知识水平不高、不懂管理这一课，高广
东先后参加管理学习班。两年左右的学习，高广东掌
握了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制定了公司 3 年、5 年、10
年的三步走发展规划；确定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员工管
理办法；企业品牌建设、营销宣传、员工培训等也有了
规划。

今年 39 岁、同样来自凤城市青城子镇的孙丹是
其中一家修脚店的店长，他称自己是“半个打工者半
个老板”。按公司新的经营模式，员工工作 2年，技术
比较成熟了，可以自己开店。开办新门店实行股份
制，员工投入 30%~40%，公司和管理团队投入 60%~
70%。年底根据经营情况，员工可根据自己投入股份
参与分红。

对员工企业也明确了上升通道：学徒-实习技
师-技师-店长-店股东-区域经理-大区经理。在
公司做一般管理工作，工资 5000 元左右；在修脚店
做修脚工，月薪 5000 元，同时按业绩提成。如果当
上店长，月收入可在 7000~8000 元；如果算上分红，
月收入在 1 万多元；如果当上区域经理、大区经理，收
入更高。

高广东实行的经营模式是“合作经营”，每一个开
店的员工既是公司一员，又是这家店的老板。经营得
好，收入水涨船高。因此，每个店长都努力工作，门店
也越发展越多。

发起“义剪”公益活动

孙丹是在公司设在沈阳市的培训中心学习的修

脚。他告诉记者，学修脚过程中不但没有收入，学
习 3个月后，还要到养老院、社区进行“义剪”，即免
费给老人和患有脚病的居民修脚。高广东说，要想
做好这份工作，必须有一颗爱心。而培训过程不仅
教授修脚技术，还要帮助员工树立为患者热心服务
的意识。

高广东说，他出来打工和创业时，遇到不少困
难，也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他发起“孝行中
华、全国义剪”公益活动也是向这些好心人学习，努
力回报社会。在他的带动下，这项活动已经发展成
为全国性公益项目。

15 年来，朋朋修脚志愿服务团队累计开展活
动 5419场次，参加志愿者有 4.51万人次，义务服务
人数达 19万人次，服务时长约 17万小时。

15年来，公司已经有 16名员工分获全国劳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辽宁好人、吉林好人、省市道德模范
等荣誉。来自吉林省松原市农村家庭的杨平今年
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她把 1万元奖金全部捐给
了一家慈善机构；高广东也获得中国生活服务业年
度人物、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等多项荣誉，还当选为
全国修脚行业组织的会长。

农民工的早餐，或匆忙或错过
本报记者 吴 迪 文/图

12 月 16 日凌晨 1 点多，放下手机，郑丙强仍然
没有睡意。此时，距离他起床上班还有不到 3 个
小时。

今年 25 岁的郑丙强，来自皖北农村，在北京西
二旗地铁站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打工，主要负责做馒
头、包子、发糕等面点主食。他每天的工作时段是 4
点半到 11点，做面点；下午 6点半到晚上 11点，为第
二天备料。

每天半夜下班回到宿舍，睡意却总是迟迟不
至。“可能是生物钟太乱了吧。”郑丙强总是自嘲睡眠
质量。“我的工作感觉不到正常的白天和黑夜，三餐
也就不怎么像样。像凌晨 3 点多起床，吃东西算早
餐还是算宵夜？”

像郑丙强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不计其
数。每天清晨，天或未亮，他们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了……

“多少吃点，干活有力气”

“我早晨一般是冲点蜂蜜水喝，就个面包，有时
间就再啃个苹果，没有就不啃。多少吃点，干活有力
气。”郑丙强的手掌比同龄男子要细嫩很多，他说这
是因为每天揉面揉的。与手掌心的白嫩相反，他胳
膊上的肌肉则显得很有线条。“我每天揉面两三个小
时，虽然有和面机，但是要想做出来的东西好吃、有
筋道，手揉还是不可少的环节。时间长了，就当是健
身。早餐不吃的话，揉面时容易低血糖。”

有时睡过头，没有吃早餐的时间，郑丙强就会在
出门前往嘴里塞一大把花生或者小饼干，拿起杯子
仰头灌下几口水便匆匆出门。

清晨，当郑丙强已经在店里翻揉第一个面团时，
距离他大约 10公里外的昌平区沙河镇公交站前，也
升腾起白乎乎的蒸汽。

年过六旬的刘大爷和老伴来自山东临沂，他们
经营的“刘家菜煎饼”在周围很有知名度。每天不到
5 点，刘大爷和老伴各自推着一辆搭在人力三轮车
上的流动摊从位于昌平区定福皇庄的出租屋出发，
分别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出发。刘大爷直奔人流量较
大的沙河镇，老伴则骑着三轮车去生命科学园地铁
站。两辆车上悬挂着的收款二维码牌子，随着车身

摇摇晃晃，渐渐消失在尚未亮起来的清晨里。
与普通煎饼果子不一样，“刘家菜煎饼”是将

提前摊好的煎饼薄饼放在鏊子上烤热，然后铺上一
层韭菜、白菜、胡萝卜丝等蔬菜及佐料，再将薄饼折
叠出售。这就要求在出摊前，必须先将薄饼制作
完成。

“我和老伴每天上午卖完就回家摊薄饼，等着
晚上再出来卖一次，半夜回去接着摊。以前住在这
儿的外来人口多，一天卖 500 多张，现在少了一半，
刨去所有花销，一个月也能攒个一两万元。”刘大爷
给一位正在等车的小伙子装好菜煎饼后，从薄饼堆
里抽出两张残破的，草草一卷就塞进嘴里撕咬起
来。“菜留着卖，我嚼干煎饼就行，忙活好几个小时
了，还没顾上吃呢。”

为了多睡会儿不吃早餐

“我一般睁眼已经 9 点多了，一点胃口都没有，
还不如再睡一会儿。”来自湖南邵阳的小白，是一名
外卖小哥。“人们很少叫早餐外卖，而且电瓶车也需
要时间充电，我给自己定的作息时间是从中午开始
接单，一直忙到后半夜两点左右，那时候很多年轻
人喜欢叫夜宵。”

小白的外号叫“白蛇”，不仅因为属蛇，更因为朋
友们觉得他太瘦了。“我天天风雨无阻给别人送饭，
可我自己都没吃过几顿像样的饭，尤其是早餐。”

跟小白经常聚在一起的几位外卖小哥，也基本
是“早餐从午餐开始”。一份盖饭，或者一碗汤面加
根火腿肠，成了他们最常点的“早餐”。“吃起来快，
不耽误接单。”

小白和朋友们的电瓶车，基本都配了备用电
瓶。到下午的时候，回家换上备用电瓶，把没电了
的再插上充电。瘦弱的小白，提起用胶带捆绑起来
的 5块电瓶，显得相当吃力，爬上 5楼住处，坐在床上
大喘了两三分钟才缓过来。“辛苦点，最高的时候收
入也过万，等过年回家的时候有底气。”

身量相当于两个小白的刘宪宏，来自河南郑州
农村，在北京北二环一处地下健身房担任健身教练
已两年多。二人体型差异巨大，但不吃早餐似乎达
成了共识。

“我这饭既是早餐也是午餐。”每天上午 10点上
班的刘宪宏把早晨更多时间用来休息，早饭午饭一
顿解决。“我们职业特殊，吃的东西也就比较讲究。

所以我每天自己带着来上班，主要是鸡蛋白、西蓝
花、鸡胸肉或者偶尔牛排，再带一包牛奶。”

练肌肉消耗大量体力，晚上回到位于南四环刘家
窑的出租屋后“完全累瘫，每天都是闹钟吵醒的，宁愿
不吃早餐也要再睡一会儿。”身为健身教练，刘宪宏深
知早餐的重要性。“用早餐换睡眠，也是无奈。”

一家人的早餐在高峰前匆匆解决

李芳萍与老公也来自安徽，开店卖板面已经超
过 3年。“咸菜又没了，再上一盆吧。”每天清晨，李芳
萍的店里总会有人喊她补充咸菜。“我们腌了一些小
咸菜免费供应。顾客说，我的咸菜比面还好吃，有的
人就是冲这先到先得的咸菜才有了起床动力呢！”

开店这几年，李芳萍见证过很多外来务工人员
的来来去去。“我煮面给的量足，不够还可以加，葱
花、香菜、辣椒、醋，样样随便加，他们都爱来我这儿
吃。有的人，工程项目结束了，或者活计没有了，吃
着吃着就再也不来了；有的人说吃着像是回到了老
家，天天来。”

上午 9 点之后，来这里吃早餐的人越来越少。

与李芳萍 1 公里之隔的李海，正带着父母往电动三轮
车上装煤气罐——他们每月花 3000多元租金，承包了
靠近公交站一个餐馆的早餐时段，每天凌晨 3 点到上
午 10点。经营结束后，要把所有的家伙什带走。

后半夜，当这家餐馆打烊关灯后不久，40 岁光景
的李海携父母骑着三轮车赶来准备早餐。3人按照以
往的分工，搭炉灶生火、炸油条、揉面蒸小笼包……

12月 11日凌晨 4点，趁着还没顾客，匆匆打上 3碗
蛋花汤，丢几条生面条子进油锅，待油条成型，三人一
边吸溜着蛋汤一边大口吃着油条。李海嘴里叼着半根
油条，手上已经开始了包小笼包的动作，为的是在顾客
高峰期能够供应得上。

这时，店里迎来第一位客人，点了一屉小笼包一碗
粥，自己夹了一碟咸菜。李海匆匆把最后一截油条塞
进嘴里，熟练地端过一屉包子。“一般是 5 点左右人开
始多起来，四五十岁以上的居多，二三十岁的一般在 6
点之后才多起来。”经营数年，他总结出一份“顾客大数
据”：“中年人多给盛点，他下次还来；年轻人要记住他
的样子和习惯，他会觉得老板竟然记着我，感觉受到了
重视，这叫‘用户粘性’。”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名字为化名）

护工也时尚护工也时尚

12月11日凌晨4点半，天还未亮，李海的店里已迎来6位顾客。图为李海正在煮馄炖。

12 月 11 日，北
京同仁医院亦庄分
院，护工牛香琴和患
者张奶奶在看前天
他俩合拍的抖音短
视频。

来自辽宁的护工
牛香琴照顾张奶奶已
经一个星期了，视频
里两人靠在一起，张
奶奶笑着整理头发。
张奶奶说：“她照顾得
特别好，经常陪我聊
天解闷，拍这个（短视
频）也挺新鲜的。”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实习生陈婧 通讯员唐晓刚
钟颖瑜）广东江门台山水步镇工委会创办公益性招工
平台（以下简称招工平台），在较短时间成功促成 1400
多名农民工就业。

台山市达利糖果玩品有限公司下半年开始，生产
进入旺季，企业对工人需求量非常大。公司工会主席
雷秀金来到水步镇职工服务中心请工作人员帮忙将招
工信息发布在招工平台上面，很快新招到了附近农村
在家照看上学孩子的“妈妈”临时工 50 多人。公司成
立 3 条“妈妈生产线”，即根据幼儿园和初小同学上课
的时间，确定了不同上下班时间的特殊生产线，既保证
了妈妈工友们能照看孩子，又保证了“一条拉”生产线
生产的连续性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董春松是台山市富广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
席，他告诉记者，当地工会积极帮忙牵线搭桥，特别是
招工平台建成后，仅在今年就新招到 150多名员工。

记者来到招工平台看到，这是位于水步镇职工服
务中心的一个以 LED 屏幕 24 小时不间断播放招聘信
息、在网络上发布相关岗位需求信息的“系统工程”，中
心有当地工会组织的 4名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提供工作
岗位咨询、就业方向指导和职业类别介绍等服务工作。

去年年底，中心新开设工会招工平台，今年年后开
始参加招聘活动的企业有 28家，提供各类专业技术岗
位和普工岗位 500多个，计划招聘 2000多人；中心至今
收到累计岗位咨询和求职 1500多人，今年已为企业成
功介绍用工 1400 多人。中心还为年纪较大的就业困
难人员找到了工厂清洁工、厨房工、一线普工等岗位。

广东水步镇建立招工平台既解了
企业之困，又促进当地就业

1400多名农民工免费找到工作

●面 点 工 ：凌 晨 3 点 多 起 床 吃 个 面 包 ，才 有 力 气 做 早 点
●外卖小哥：送餐到半夜，早餐叫外卖的少，为睡眠不吃早餐

●早餐摊主：趁没顾客一边吸溜着蛋花汤，一边大口吃着油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