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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选择做旅游，纯粹是因为
喜欢。”作为旅游业的资深前辈，孙晓
阳已经投身这个行业有 16 年。在她的
带领下，漯河市妇女旅行社从最初的三
四名员工发展为如今的三十名，而“妇
女旅行社”也成了漯河家喻户晓的旅游
品牌。

辞去工作 开启创业旅程

曾经，孙晓阳在漯河有一份稳定的
工作，安逸而令人羡慕。或许是骨子里
那份对创业的渴望，2003年，当她得知
由于机构改革，原本归属单位的妇女旅
行社要交给个人经营的消息时，她心动
了。没有过多犹豫，孙晓阳和家人商量
后，辞去了工作，自筹资金接手了旅行
社。

虽然如愿以偿接手，但孙晓阳对旅
游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爱好上，如何经
营，如何运作成了她面前的难题。一切
从头开始，不熟悉业务，就加班加点学
习，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旅游从业知识和
市场发展方向；没有客户，就一个人骑
着自行车，到各单位、小区推广业务；
不熟悉景区，就一个个景区踩点……凡
是公司的事情，无论大小，她事必躬
亲。

“既然决定创业，就必须全力以
赴，尽快熟悉相关事务，让旅行社稳定

发展。”提起当时的艰难，孙晓阳眼神
依然坚定。

凭借刻苦钻研、任劳任怨的劲头，
孙晓阳很快熟悉了旅行社的运作。2005
年，对孙晓阳来说，是令人振奋的一
年，在她的努力经营下，旅行社逐步步
入正轨。

打好服务牌 开创新天地

旅游作为服务产业，孙晓阳深知要
让“妇女旅行社”的品牌在众多旅行社
中脱颖而出，必须要严格规范自身人员
管理，抓好服务质量，让客户满意。

抓好服务和管理，人员是关键。多
年来，孙晓阳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导游
队伍，健全了服务标准，对接待人员的
行为规范、旅游合同的签订、导游服务
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标准。旅行社上下

形成了分工明确、服务周到细微、产品
丰富多样的局面，市场认可度、竞争力
不断增强。

不断开辟新渠道，服务向老年、少
年、单位等群体延伸。孙晓阳在国内省
内游、省外游市场和出境游等常规线路
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市场，开发设计了

“暖夕阳”“阳光少年快乐成长营”“首
届阳光少年图书博览会”、军事拓展培
训、红色教育培训、上线携程平台等符
合市民多样化需求的旅游产品，成功挖
掘潜在客户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市旅游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018年，孙晓阳敏锐捕捉到社会大
力倡导国学之风的信息，针对中小学生
策划了“行知塾教育”研学旅行等一系
列活动，又在每周六邀请国学专家进多
家小区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此外，还开
展了暑期晨读、家长课堂等活动，让国
学经典影响更多孩子和家庭。

勤奋耕耘终有获。漯河市妇女旅行
社在孙晓阳的带领下，迅速在我市激烈
的旅游市场中打开了一片天地。孙晓阳
也获得了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漯河
市“旅游工作先进个人”、漯河市“十
佳市民”、漯
河 市 “ 巾 帼
创 业 带 头
人”、漯河市

“儿童工作先
进 个 人 ” 等
荣誉。

热心公益 帮助贫困学生

吃水不忘挖井人。成功后的孙晓
阳，把社会各界的支持化作深沉的爱回
馈社会，积极帮助贫困学生和留守儿
童，给他们带去希望和温暖。

2004 年至 2010 年，她连年出资为
我市留守儿童购置衣服及文化用品。
2007年，当她得知漯河市实验高中一名
学生成绩优异，但父亲早亡，家庭困难
时，她便资助这名学生完成三年学业。

2008年3月15日是漯河市妇女旅行
社成立十周年，孙晓阳没有举办盛大的
商业庆典，而是启动了以“帮助留守儿
童体验幸福、自立、成长”为主题的

“幸运快车”系列活动。舞阳县莲花镇
30 名留守儿童作为第一批小乘客，乘
坐大巴车，在导游和老师带领下参观了
南街村……

如今的孙晓阳，虽取得了骄人成
绩，但她头脑却依然冷静，足迹也依然
繁忙，她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忘初
心，逐梦前行，带领漯河市妇女旅行社
一路阳光地走进漯河人的心中。

孙晓阳：不忘初心 逐梦前行

孙晓阳孙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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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在市区人民
路东方社区活动室，召陵区翟
庄街道东方社居委举办了一场
老物件展览活动，几十名居民
带来近百件珍藏的老物件，相
互交流，并通过这些老物件，
一起感受生活的变化。

引起居民怀旧情结

当天上午，在活动现场，
居民们将各自带来的老物件摆
放在桌子上，记者看到这些物
件有报纸、鞋子、银圆、粮票
等。“这些物品在家里放了 30
多年，听说社区要组织老物件
展览会，我专门把它们找出
来，请大家看一下。”社区居
民丁阿姨带来了自己1971年的
小学毕业证、1973年的初中毕
业证、1975年的高中毕业证和
1978年参加教师招聘考试的准
考证，这些物件刚摆放出来，
就吸引了大家的视线，纷纷讨
论自己上学时的情况。

“看见这些粮票、钱币，
就想起年轻时的事情，那时候
生活很不容易，但也有很多美
好。”“我们小时候，很多东西
比较匮乏，生活比较艰苦、简
单，现在生活越过越好，也越
来越有奔头。”活动现场，老

物件引起居民们感慨，大家每
看一件物品，都会想起许多与
之有关的往事，今昔对比，很
多人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

老物件背后故事多

在当日的展品中，有一张
1973 年的 《河南日报》，是居
民丁云霞的，报纸上有一篇新
闻报道了丁云霞在当年全省中
学生运动会打破纪录，夺得长
跑冠军的事情。“这张报纸是
我父亲珍藏的，1988年，我父
亲生病，弥留之际，一直说

‘镜框后面’，我当时以为镜框
后放着什么珍贵的物件，没想
到打开镜框后才发现，里面放
着这张报纸。”丁云霞说，“那
么多年，我爸一直珍藏着这份

报纸，他走后我将报纸保存起
来，作为纪念。”

赵燕燕今年60岁，她带来
了一双小红鞋，她告诉记者：

“这双鞋子是我母亲为我女儿
亲手缝制的，我女儿一直没有
穿，1990年母亲去世后，每当
想念母亲，我都会将鞋子拿出
来看看。”

活动中，不仅丁云霞和赵
燕燕分享了她们的故事，其他
居民也分享了一些老物件背后
的故事，现场气氛热烈，充满
了欢声笑语。“我们在社区走
访时，发现很多居民家中存放
有老物件，就想通过老物件展
览，给居民们搭建一个认识、
交流的平台，也让大家感受这
些年漯河的变化。”东方社居
委主任王玉芳说。

展出居家老物件 感受生活变化

居民在观看老物件居民在观看老物件。。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实
习生 李 潘）“我们小区临街
的一间门面房后墙砸开了一个
洞，行人能直接通行到小区
内，存在安全隐患。”10月23
日，市区解放路宝源小区居民
反映，这个砸开的洞已有一年
多，街道也曾派人处理，但至
今没有结果。

临街门面房私开“后门”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宝源
小区，该小区有一栋六层的临
街居民楼，一楼最南边的一间
门面房卷闸门一直关闭着。

进入小区后，看到这栋楼
后面有一块蓝色的铁皮围挡，
但围挡右侧开了一个小门，一
位物业管理人员打开这个小门
后，露出了门面房后墙的洞，
这个洞宽高约2米，洞口放着
一个锈迹斑斑的防盗窗，门面
房内放着桌子、货架等物品。
这个洞口左侧抹了水泥，右侧
裸露着红色墙砖，看起来还未
完成施工。

“洞是去年砸的，当时只
砸了左半侧，今年8月又进行

了施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物业管理人员李师傅告诉记
者，门面房业主砸洞的用途大
家并不清楚，但这样会给小区
带来安全隐患，并且很多居民
认为这面墙是承重墙，不能重
新设计改造。

部门：积极协商尽快恢复墙体

居民李阿姨告诉记者，为
了堵住这个洞，大家多次向天
桥街道反映，工作人员前来查
看后，在墙后加了铁皮围挡，
但围挡又被门面房业主开了一
个门。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召
陵区天桥街道，工作人员张先
生告诉记者，此事已进行过多
次处理，门面房的业主想在小
区院内建设一个车棚，这间门
面房作为车棚的一部分。但没
有征得该楼居民的同意，这位
业主也没有在该小区居住，不
太配合工作，导致此事至今没
有解决。张先生表示，将会再
次和门面房业主协商，如果协
商不成，会派人对墙体进行恢
复。

业主私改门面房
砸通墙私开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