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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贫寒的粟新远是个地道的农村娃，家乡在广西东北部——贺州钟山县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他的童年记忆有些苦涩，6岁开始洗衣做饭，每天带着妹妹上学，
18岁辍学到深圳打工。

一路走来，他一直怀揣学一门技术的梦想，从一无所知的学徒工，到掌握核心
技术的项目经理，再到一家“单项冠军”企业的掌舵人。他没有在逆境中被打倒，反而愈
挫愈勇，实现人生逆袭。他是瑶族人，他在宁波一手创办的企业，有两成员工是少数民
族。他想帮助更多的人在宁波安居乐业，实现他们的小康梦。

走进位于鄞州潘火街道的
宁波爱音美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粟新远正在办公室洽谈业务。
很难想象，眼前的这位企业掌舵
人，26年前却是个一无所有的穷
小子。

粟新远今年43岁，老家在
广西贺州。家里有兄弟姐妹四
个，他是老大，父母都是地道
的农民，家里一年的收入只够
温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粟新远
从6岁就开始洗衣做饭。上学
以后，他每天要带着2岁的妹妹
去上学。“父母都去种地了，妹妹
太小没人管，只能由我带去学
校。我在教室里上课，她就在教
室外玩。”

上职高仅仅半年，粟新远就
辍学了。“四个孩子同时上学，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父母太辛苦

了，我想早点工作搭把手。”
从广西到深圳所需的交通

费，都是粟新远自己挣的。那年
夏天，他天天往山上跑，爬上爬
下割松香。一天就要忙乎六七
个小时，时常连中饭都顾不上
吃。两三个月时间，他攒够了
1000元，坐上了去深圳的大巴。

霓虹闪烁的大城市，让粟新
远踌躇满志，但现实却给了他沉
重一击。

“没有文凭，没有技术，你会
做什么？”半个多月时间，粟新远
在找工作过程中碰了一鼻子
灰。无奈之下，他辗转找到在深
圳做包工头的老乡，在建筑工地
拉泥浆车，晚上就挤在工地，一
张草席就能凑乎一夜。

苦难的生活，让粟新远更
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学一门
技术。

那段时间，粟新远经常骑着
一辆破自行车四处寻找“招工启
事”。有一天，他走进一家生产
麦克风的企业。第一次被老板
果断拒绝了，但他却没有离开。

“只要能学技术，一分工钱都不
要！”正是这份执着打动了对方，
他如愿成了一名学徒工。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粟
新远上手很快，成了公司的业务
骨干。1997年，粟新远迎来了命
运的转折点。公司派他去上海，
拜中国顶尖的电声专家潘正源
为师，潜心钻研电声技术。

起初，这个中学毕业的小伙
并没有得到专家的认同。有一
次，潘正源丢了钱包，包里有大
额现金和身份证，第二天刚好要
出差。正当他手足无措时，机灵
的粟新远立马跑了出去，找了几
条街，钱包终于完璧归赵。这件
小事让潘正源对他刮目相看，将
电声技术倾囊相授。

1999年10月，粟新远回到
广东后“华丽转身”，当初的小学
徒成了项目经理。几个月时间，
他就成功研发了一款技术含量
很高的电容麦克风，让一个岌岌
可危的企业走出债务困境。

尽管工资“水涨船高”，但粟

新远的心里一直藏着创业梦，他
想要大干一场。

2005年12月，他带着两万
元积蓄来到宁波，和朋友合伙创
办企业。说是企业，实际上就是
几个人的小作坊。当时只管技
术的他毫无销售经验，从零开
始，一家一家跑客户，每天坐公
交车送样品，饿了就啃个馒头。

“那两年，妻子跟着我在宁
波吃了很多苦，哪怕是100元的
单子，我们都自己做。白天到处
跑，晚上就睡在厂房的角落里。
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我
从来没有后悔过！”

老天没有辜负这个从不轻言
放弃的人。这个不起眼的小作
坊，第二年产值就达到三四十万
元。当年，夫妻俩买了辆面包车
送货，再也不用天天挤公交车了。

2008年，随着互联网的蓬勃
兴起和主播行业的快速发展，粟
新远抢占先机，带着拳头产品到
各地参展，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
顺利打开市场。企业发展进入快
车道，员工越招越多。2009年，
粟新远在姜山买了一套南北通透
的高层商品房，一家人在宁波安
家了，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农村娃
终于过上了曾经向往的生活。

借北京奥运会的东风，粟新
远把发展的目光瞄向海外。
2011年，他前往欧美等发达国家
参加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公司
产品第一次站上了世界的舞台。

2015年，企业新建2万平方
米的厂房，新增高科技设备。员
工从最初的几个人增加到现在的
300多人。这些员工中，少数民
族员工就有六七十人，大多来自
瑶族、苗族、土家族等。

“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大家庭，
有很多少数民族员工。”粟新远
带记者参观位于5楼的民族文化
展示中心，那里设有活动室和读
书角，还有各色民族服饰。

公司有个少数民族员工经济
条件拮据，但他想在老家盖房
子。粟新远听说后，二话不说拿
出5万元。“钱拿去，等有条件了
慢慢还！”

这样的话，他说过很多遍。
员工要买车或买房，都可以找公

司借钱。有些员工碰上子女就学
难，粟新远都会帮忙张罗。在员
工眼里，他俨然成了“大管家”。

“我从一个农村娃来到大城
市打拼，现在创建了自己的企
业。一路走来，我遇到了很多贵
人，幸好他们出手相助。现在我
有能力了，也应该伸手帮别人一
把。”这些年，粟新远始终心怀感
恩。在他看来，员工为企业创造
价值，企业应该替他们解决后顾
之忧。

去年，企业因疫情“逆风翻
盘”，年产值达1.8亿元，今年订单
已经排到了9月份。对现在的生
活，粟新远心满意足。兄弟姐妹
跟着他来到宁波安家立业，来自
家乡的员工也不在少数。“只有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帮助更
多的人。”现在，把企业做大做强
就是他最大的心愿。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曾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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