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刊发的“郑州小伙儿弃当公务员当‘菜王’”这篇报道
引来十几家媒体追访

还原“菜王”刘献炜的真实生活
他的表哥说：“卖菜的事不敢让村里人知道，怕丢人”他的表哥说：“卖菜的事不敢让村里人知道，怕丢人”
他的父亲说：“也没个正当工作，将来媳妇都难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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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刊发
的《人家争走独木桥，
郑州小伙儿弃当公务
员做“菜王”》一文，在
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河南法制频道、都
市频道、新农村频道，
省电台、浙江卫视，新
华社河南分社、新京
报采访刘献炜后，河
南卫视、郑州电视台、
江苏卫视、四川卫视、
重庆卫视、深圳卫视、
华西都市报、优酷视
频等多家媒体也来采
访他。刘献炜到底是
个 什 么 样 的 人 ？

记者 张玉东 文/图

2008年，刘献炜从郑州大学法学院毕
业，通过考试进入了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
成为一名公务员。

每天的工作让从小就对经商感兴趣的
小刘毫无成就感。2009年 3月 15日，他离
开了检察院。

一心只想创业的刘献炜并没有确立具
体的目标。手头没有钱，也没有人脉关系，
又找不到方向的刘献炜消极起来。

辞职后的第四天，刘献炜来到郑
州 ，借 宿 在 一 名 准 备 考 研 的 同 学 那
里。同学看到他整日无所事事，劝他
要面对现实，不如先就业再创业，解决
温饱问题。

刘献炜来到东区一家建筑工地打工，
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干一些搬砖的粗重活。

很快，工地上一对四川绵阳的夫妇注
意到这个言语极少、别人打牌他却躲在外
边的小伙子——刘献炜。

刘献炜和这对夫妇的孩子年龄相似，
两人也经常说，刘献炜和自己的孩子长得
很像。

当得知刘献炜的经历后，他们苦口婆
心地劝说：“父母把你养大不容易，我们的
大孩子考上了县人事局，二儿子正在读大
学。你知道吗？我们一想到孩子心里都
是甜的，我们熬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
孩子们能够争气，能够给我们长脸，你一
定要给你爸爸道歉，我们陪你去……”
但刘献炜坚持认为，父亲不会原谅自己，没
半点成就，不能回去。

后来，刘献炜的脚被钉子扎伤，脚都
肿了，这对夫妇每天照顾他。他们劝刘献
炜说：“工地上学不到什么东西，你应该从
事和专业相关的工作，你的人生道路在工
地外边……”

在这对夫妇的激励下，刘献炜决定到
外边闯荡。因为在工地干不够两个月，按
照规定是拿不到工钱的，这对夫妇再次伸
出援手，因为和包工头是老乡，他们很快帮
刘献炜讨回了 600 元医药费和一些营养
品，还要回了 2000元工资。这也埋下了刘
献炜对农民工的感恩情结。

他曾是销售精英
走出工地后，刘献炜来到一家销售建

筑器材的公司工作。通过努力，16个应聘
者只有他一人过了试用期。

刘献炜拿着地图开始在郑州一家一家
工地跑，一个礼拜几乎废掉一双皮鞋。每
晚他都会做总结，为什么没公关成功，工
地上负责采购的人叫什么名字，电话是多
少，都会什么时间待在工地……他还会在
地图上做上标记：一、希望非常大；二、有
竞争对手；三、工地还没有开工，需要后期
跟踪。

就这样，刘献炜很快做到了公司的销
售经理，每月工资都在9000元左右。2009
年 8 月份，手头存下一些资本的刘献炜开
始规划起他的创业路。

看到城中村拆迁，农贸市场消失，居民
买菜难、买菜贵，菜农的菜卖不出去，出现供
销失衡的现象后，刘献炜与菜结缘。2009
年9月9日，首家“乡里乡亲”生鲜店正式开
业了，刘献炜剃了光头，发誓要从头再来。

一点一滴积累起的诚信
为保证肉品的新鲜，刘献炜的店有个“隔

天下柜”的死规矩。2010年4月份，出去办事
返回店内的刘献炜发现，柜台里一块隔夜肉不
见了，问起店员才知道刚刚被人买走。店员一
再解释：“那个人说肉不坏没事，非要买。”

刘献炜从电脑里搜索交易信息，发现那
个人买了一斤三两的肉，向店员问清楚顾客
的体貌特征后，刘献炜带上一斤半新鲜肉和
一斤三两肉的退费，最终在附近的广电小区
找到了对方，非要送上一斤半的新鲜肉和一
斤三两肉的退款。

当时，菜已经上桌，男主人说：“肉我和老

婆都闻了，能吃没事，是我非要买的，你可别
责怪店员，退款我不能要。”

“你就当支持我的事业，支持我的店……”
在刘献炜一再坚持下，答应收下退款和新鲜
肉的男主人也提出一个条件，请他在家里
吃饭。

刘献炜以店忙为由拒绝了这家人的好
意，不过，这家人一直把刘献炜送到了一楼。
当天，他们就在刘献炜的店里办了一张 1000
元的会员卡。

本着诚信经营，刘献炜和周围邻居相处
得特别融洽。

给寄宿桥下的农民工送去食品
谈到刘献炜的为人，他的好友田影说：

“今年7月份，我妻子过生日，小刘在阿五美食
宴请我们，说是我们对他帮助很大，很感激。”

“当时要了个包间，最低消费是1000元，
我们花了800多元，大家都已经吃饱了，多点
菜肯定是浪费。你猜献炜最后怎么花掉剩

余的钱？他说，突然想到中州大道桥下寄宿
的农民工，看上去很心疼人，想去看看。”

“献炜办了张 2000 元的会员卡，把多余
的1100多元全部点了方便携带的菜品，记不
清是 32 份还是 35 份了，当晚我们就送到了
农业路中州大道立交桥下。”

高速路上，对一对上海夫妇倾囊相助
今年 4 月份，刘献炜经过郑尧高速禹州

东服务区，看到一对夫妇在慌忙拦车问路，
已经跑过去的献炜又把车倒了回去。

那对夫妇说，他们是上海人，忘记关车
窗，钱包丢了，只求帮一个忙，从省道怎么返
回上海。

刘献炜让他们和自己一块回郑州，先安

排他们吃住，再帮助他们回家。
这对上海夫妇称急着赶路，只要问清路

线就行了。
“那两个人看上去不是骗子，也没主动

向我要钱。”刘献炜把身上所带的 2000元借
给对方 1900 元，自己只留下 100 元过路费。
对方直说：“在河南真遇到了好人。”

昨天上午，我和浙江卫视的记者来到
刘献炜的老家新野县施庵乡大营村，在一
栋栋小楼中，刘献炜家的三间瓦房和一间
靠棍子勉强撑起来的厨房显得特别落寞。

见到刘献炜回家，村民们显得都特别
热情，但是刘献炜的父亲刘朝彬却很难挤
出一丝微笑。

“我和这孩子说不上三句话，就一个
孩子，都走到这一步了，我还能说啥，我现
在口里说支持他，但心里不支持，不想让
他干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也没个
正当的工作，家里条件又这么差，这孩子
呀，将来媳妇都难娶。”刘朝彬说。

刘献炜的母亲先天精神上有问题，每
天都要吃药，他的父亲靠着泥瓦匠的手艺
养活一家。

“说实话，农村人就要个面子，别看错
了一辈。其实我和献炜父亲一样大，我孙
子都有了，孩子在城里买的有房有车，你
说献炜他爸能不急。说实话，献炜卖菜的
事，根本不敢让村里人知道，怕丢人。不
过现在也只能随着他干了。”刘献炜的表
哥张富贵说。

“我一定努力，把家里房子建建。”刘
献炜看着破瓦房说。

他的父亲靠泥瓦匠手艺养活家人。他的父亲靠泥瓦匠手艺养活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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