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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计划给“无人售花”
店开连锁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实习生 刘浩

“投入 10 元人民币，带走盆栽”——3
月 30 日，中南大学新校区里，一句广告词
传遍校园。如果你问他们，去哪儿带走盆
栽？他们一定会指着校门对面的小巷街口，

“喏，看那个摆满小盆栽的推车。”
乍一看，这“盆栽推车”并不异于普通

的卖花店；可凑近点儿，数百米小巷里却
搜寻不到老板的踪迹——原来，它就是同
学们口中的“无人售花”。

“无人售花”19 天无 1人逃账
1 盆、2 盆、3 盆……4 月 18 日

13 时，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中
南大学新校区，“无人售花”店里
当天已经售出 5 盆小花卉。再看看
旁边这个用纸盒制成的投币箱，近
20 天时间过去，却依旧完好无损。

“ 我们 每天 晚 上都 需 要 补上
6—8 盆， 短 短 18 天， 已 经 卖 出
100 多盆小花卉了。”按照推车上留
下的售后 QQ 号，记者联系上“无
人售花”的幕后老板 刘慧。这个
26 岁的益阳妹子骄傲地告诉记者：

“小盆栽也有大力量，因为 10 元钱
买的不仅是花卉，还有诚信！”

白天，刘慧将“无人售花”摆
放到小巷街口；晚上，夜深人静时，
她又将“无人售花”推回家；服务
员，是一张简单的“硬壳纸广告”；
收银员，则是旁边的自制纸箱……
刘慧说，“轻松钱”赚的却一点儿

都不轻松。
“以衣供花”，是刘慧最初的营

销理念。“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想
着要在长沙创新‘无人售货’。这
是一种新的营销模式，适合大学生
创业，能节约精力，还能赚点小钱。
可刚说出口，亲朋好友就全跳出来
反对了！”刘慧说，为了不给家里
添麻烦，她将自己在校区开衣服店
的利润全投入到“无人售花”上，“花
卉成本和卖价都较低，就算亏，也
不至于血本无归吧”。

拿着在校区卖衣服赚来的几
千元，刘慧去花卉市场进货，“不
同的花卉进价不同，但考虑到‘无
人售花’不找零，就统一定价 10
元一盆。”于是，进价便宜的小盆
栽，赚一点钱，价位偏高的小盆栽，
就得亏本。

“ 最 激 动的肯 定 是 第一天 晚

上。”刘慧回忆，准备好一切，她
亲手将“无人售花”推到街口，然
后自己躲到角落默默关注，一站就
是好几个小时。看到越来越多的学
生围观，从挑选到带走盆栽，刘
慧很是兴奋。

晚上 11 时，学校熄灯就寝。刘
慧迫不及待地将推车推回自己的衣
服店，开始数着第一天的成本——
6 盆花卉，60 元钱。“值得庆幸的是，
没有一盆花卉是逃账的！”

第二天，刘慧放心地将“无人
售花”摆在街口，自己则安心地照
料着衣服 店的生意。就 这样，19
天过去了，卖出 100 多盆小花卉，
无一人逃账。

而为了帮助买花的客人养花，
刘慧将自己的 QQ 号“植入”在“无
人售花”的广告里。自此之后，买
花者大都成了她的 QQ 好友。

提到这种极富创意的创业，刘
慧说，这是她大学时“未完成的梦
想”。

2010 年 7 月，刘慧从湖南城市
学院城市建设专业毕业。“拖着行
李走出校园的那一刻，我才反省到
时光宝贵。”刘慧说，自己在学校时，
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尽情挥霍大学
时光，享受着“糜烂”生活——逃
课、恋爱、逛街、叛逆。

大学毕业后，刘慧选择背井离
乡，给自己一次工作挑战——来到
建筑业发达的城市深圳。她梦想
着能在这实现自己的建筑梦，却不
料求职受挫。为求生计，刘慧不得
不改行，从事与营销有关的工作。

“吃过苦才知道大学时期是多
么值得学习的阶段。”从那时候起，
刘慧便想着创业。也因为深处繁华
的深圳，所以她知道，要创业就得
先创新。

“最先了解‘无人售货’也是
在深圳。”刘慧说，在深圳做营销
的两年时间，她经常在城市各个
街道走走看看，见过不少新奇古
怪的销售模式，而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无人售货”。“深圳有无人售
货超市，挑战着人们的诚信，尽管
也有不自觉的人，但国民素质始终
大体还是好的。”有想法就要行动，
于是，刘慧辞去已经是管理岗位
的工作，回到长沙。

“有思想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刘慧直言不讳，回长沙后，她将思
路与男友沟通后，得到了支持。恰
好这时，刘慧的一个朋友也表示愿
意将中南大学新校区附近的一个门
店借给她创业。

天时地利人和，刘慧便开始了
一边卖衣服一边完成梦想的道路。

“选址大学城的优势就在于客人素
质很高，让我们更容易实现这第一
步的成功。同时，‘无人售花’要是
在这里成功了，也许能给这批学生
起到模范作用。毕竟，我自己就是
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很明白校园期
间的各种迷茫，希望他们不要像我
一样，浪费了大学时光，走了弯路。” 

希望能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新思路

19 天售花 100 多盆，无一人逃账——

“最开心的是 短短 20 天，已
经有很多大学生找到我，希望跟
我一起创意创业。”刘慧 说，“无
人售花”是她创业计划的第一步，
而目前的“成功”让 她更加坚定

“开枝散叶”的信心——“中南大
学这个小摊是我的第一家‘无人售
花’，之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等河西的一些大学地段也会出
现的。”

不仅如此，刘慧说，自己的第
二步计 划也即将开始。“我知道，
不是所有学生都有很多 10 元钱用

于买花。所以，为了支持贫困学子
的爱心，我还会推出‘花卉认领’
业务，让更多喜欢小盆栽的学生都
能领养回去。”

如果说无人售花只是为了证明
信任的话，那“花卉认领”则带有
更多的公益性质。至于领养要求，
刘慧 笑着说 ：“只要有领养需要，
放几块钱的押金，然后把盆栽带
回去。免费领养的前提就是养活
它！1 个月时间，如果花卉完好活
着，就退押金免费赠送了！”在刘
慧看来，这样的“赔本买卖”却很

值得，“有个生物需要照顾，至少
就能减少一点他们上网、逛街的时
间吧”。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刘慧叫住
记者，“能不能帮我做个呼吁呢？
我始终希望能有更多学生加入到
大学生创业中来，我也会提供创业
机会。”刘慧说，“无人售花”会在
河西大学城散布，所以她希望有创
业理想的大学生主动联系，“我可
以提供盆栽、推车和资金资助，学
生只需要花心思管理。我们可以一
起探讨创意的点子！”

计划开“无人售花”连锁

官兵眼中的“好大姐”，婆婆嘴边的“好媳妇”——

“女汉子”刘小利：
与传染病斗争 22 年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熊湘平 周闯

祖籍在山东，出生在贵州，44
岁的刘小利却有着湘妹子的干练个
性。

身为武警部队血吸虫病防治所
所长、湖南总队医院传染科主任的
刘小利，自22 年前入伍以来，曾
无惧生死，赴京抗击“非典”；怀
有身孕，给战士“以命换命”……
22年来，她一直是部队官兵眼中的
良心医生、热心大姐，更是婆婆嘴
边的“好媳妇”。

因长期透支身体，这曾为别人
驱赶病魔 22年的“女汉子”不幸患
上肾功能衰竭症。近日，她刚做完
肾移植手术，如今还卧病在床，盼
望着早日回到“病毒窝”中去战斗！

抗击“非典”53天
4 月 17 日，中南大学湘雅三

医院器官移植病区，身高不足 1.6
米的刘小利显得愈发瘦削，她躺
卧在床，头顶吊挂的大袋药液顺
着刺入蜡黄皮肤的尖细针头输入
体内，以加速康复移植不到一个
月的肾脏。

对于刘小利的为人，同事们
都说她是“女汉子”。“我们有时去
看她，话都没说上几句，她就在
病房里跟我们讨论、安排工作。”
同事杨柳回忆道。

早在 11 年前的那个春天，刘
小利就已经有这种担当。

2003 年 4 月 26 日，正值北京
“非典”疫情肆虐。刘小利主动请

缨前往北京抗击“非典”。
“那时，北京每天都 有人 感

染‘非典’，妻子一个人呆在那边，
要说心里不担心，那肯定是假话。”
丈夫郭新民回忆。那时，工作再忙，
郭新民每晚 7 时总会准时给妻子
打去电话。电话能打通，有妻子
的声音，这对郭新民来说，就是“最
好的安慰”。

最危险的情况，刘小利却从
没 和 家 人 说 起。2003 年 4 月 27
日，刘小利被分配在一家临时改
建的北京总队第三医院。几天后，
由于疫情蔓延迅速，加之防护措
施不健全，防护用品没到位，就
传出有十几个医务人员感染上了
SARS 病毒。

为减少感染机会，刘小利在
上班前不得不少吃少喝，“白天一
般只吃一顿饭”，而为了减少穿脱
隔离衣的次数，刘小利尽可能地
不上厕所，有时甚至用上“尿不
湿”。到了晚上，刘小利还得再套
上几层防护服，多达 18 层的纱布
口罩紧紧挂在脸上，从头到脚只
能看到一双眼睛。感觉累了，就
把头伸向窗外，做几个深呼吸；
身上捂出了痱子，只能紧贴着墙
柱，上下不停地搓。

最终，在连续奋战了 53 个日
夜后，刘小利所在的医院实现了

“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
她参与成功救治 49 名“非典”患者。

16 年来从未落下的
生日贺卡

就 在 刘 小 利 患病 两周 后 的
2013 年 12 月 9 日，女儿郭瑜君迎
来了自己 16 岁生日。这一天，郭
瑜君收到了一张从郴州寄来的生
日贺卡，落款人写着陆文龙。

这个名字，郭瑜君并不陌生，

“我每次生日他都给我寄过贺卡”。
但这个人，郭瑜君却从没见过。

2014 年 4 月 18 日，在刘小利
家里，她年过七旬的父亲刘洪达
讲述了一段发生在 17 年前的往事。

1997 年 4 月，湖南武警总队
医院传染科接诊了一名来自郴州
支队的志愿兵——陆文龙。由于
身患多药耐药性肺结核，在医院
传染科治疗 5 个月后效果依然不
理想，陆文龙开始焦躁起来。

为了使陆文龙稳定情绪、早
日康复，刘小利在一个月内曾九
次带他去长沙多家大型医院寻求
专家会诊。“那时，长沙正值高温
时期，30 多度的大热天，她一个
身怀 7 个月的孕妇却成天在往外
跑，谁看着不着急。”刘洪达说，“但
就是劝不住，跟头牛一样的犟。”

最终，经过多次专家会诊治
疗，陆文龙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1997 年 12 月 9 日， 刘 小 利
顺利分娩，产下一女婴。陆文龙
觉得自己的命“是母女俩用命换
来的”。自此，郭瑜君的生日被他
记在心底。16 年，16 张生日贺卡，
陆文龙从未落下。

婆婆：“能娶到她，
是儿子的福气”

在部队官兵眼中，刘小利是良
心医生、热心大姐，但在婆婆邬月
英嘴边，她却是孝顺的好媳妇。

当年，刘小利离临产只有一
个月时，婆婆邬月英从老家赶到
长沙，想多照顾下她。但她却没
见上媳妇几次。那时，刘小利住
在长沙城东的马坡岭，而她上班
的总队医院则在河西的高叶塘，
两地相隔二三十公里。每天一大
早，邬月英还没有起床，刘小利
已经挤上了去单位的公交车，直
到夜深，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
到家里。但让邬月英 感动的是，
她刚来长沙的第一天当晚，刘小
利就争着要给她做饭，“说是让我
尝尝她的手艺。”邬月英笑着说，
吃过饭，刘小利又已经将床铺收
拾好并打好洗脚水要给她洗一次
脚。刘小利挺着大肚子，笨拙地
弯下了腰，当时的场景，邬月英
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刘小利已经当上了科
主任，工作却越来越忙，身体也
时常“开些小差”。但每逢邬月英
生日，儿媳总不忘打个电话送上
问候，时不时给老人寄回些礼物。
甚至，为在有限的时间内既能和
父母团聚，又能照顾公婆，她还
动员远在贵州的父母一起去婆婆
家过年。

邬月英说 ：“儿子这辈子能娶
到这样的媳妇，是他的福气。”

刘慧和她的“无人售花”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