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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王曦家，摆在落地窗前的把杆
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舞蹈生练功的必备
道具，也是最能代表我职业生涯的标志。”
王曦换上练功服，一边压腿一边介绍。

出生在四川一座县城的王曦，从小
怀揣“舞台梦”。12岁那年，王曦考取四
川省舞蹈学校，开启了和芭蕾舞的不解
之缘。“专业学校其实挺苦的。早上5点
多天还很黑，我们就得打着手电筒跑步、
练功……”凭借着一股不放弃的倔劲，王
曦从芭蕾舞“小白”成长为团队佼佼者，
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

2007 年前后，王曦从四川来厦工
作，在一家综合性培训机构当芭蕾舞老
师。芭蕾舞需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学
习程度来规划教学。但她发现，当时厦
门的芭蕾舞教学，更多的是依赖老师个
人的课程计划，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

摸底本地情况后，王曦决定辞职单
干。她一边自己编写课程，录制视频，力
求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考级教学体系；
一边找到一家幼儿园，开始课程合作。

“起初，幼儿园只有三个孩子报名。”
王曦回忆，那时，中国舞占据厦门舞蹈培
训市场近九成份额。在许多人还不清楚
芭蕾舞是什么、为什么要学的时候，王曦
竟将芭蕾舞课程的价格定得比中国舞还
高。在创业过程中，王曦从未动过调低

价格的念头。“芭蕾舞的师资配备、教材、
前期投入等都比较高。”她坚信，创业和
芭蕾教学一样，是循序渐进的，“只要把
握住教育教学质量，就一定会有家长看
到孩子的提升，他们对于文艺教育也会
愈加重视。”

没退休那会儿，母亲成兰每年都会
来厦看女儿，帮她带孩子。“忙呀！”她这
样形容王曦的工作，“上午8点多出门，
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是因为我
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嘛！做活动、演出、
比赛，当‘空中飞人’到处学习交流也是
有的。”王曦接过话茬。

如今，十多年过去，王曦的坚持有了
回报：芭蕾舞培训的生源越来越广，涵盖
孩子和成人；企业在全市开办12个校
区，在“新三板”挂牌……“最令我自豪的
是学生登上闽南大戏院舞台表演！这可
是国家顶级团队‘登鹭’时会使用的舞
台！”话语间，王曦难掩兴奋。

“那是2017年吧！”作为女儿创业的
见证者，成兰清楚地记得每一个时间节
点。退休常住厦门后，她报名参加了女
儿公司的成人芭蕾舞班，以实际行动陪
伴、支持她。“厦门正在加快打造‘文化中
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作为艺术培
训领域的创业者，我将尽己所能，把孩子
们带到更大更好的舞台。”王曦说。

厦门银联
风控产品

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曾蓁

记者 陈敏）近年来，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频发，
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
安全。为贯彻落实“断卡”
行动的工作要求，斩断犯罪
分子的资金来源，帮助商业
银行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厦
门银联在监管部门指导下，
搭建了“开户保”账户风险
防控平台。

平台自投产运行以来，
对功能进行不断升级完善
和持续迭代优化，已取得阶
段性的成果。截至目前，已
对接服务了厦门辖内的各
大商业银行，共计进行账户
风险核查2000余万次，有
力支撑了厦门地区商业银
行的风险联防联控。

银联在继续强化联防
联控能力的基础上，应用大
数据分析、多维统计、机器
学习等各类风险防控和人
工智能技术，打造了“银联
合规风险查验分析”服务。
该服务提升了商业银行在
完善增量账户管控、强化转
账风险提示等多种场景下
的风险防控服务能力，实现
了更高的实用价值。

下一步，厦门银联将按
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平台
不断升级优化，助力商业银
行更好地合规履职，为广大
人民群众的账户安全保驾
护航。

●出镜人物：
王曦，38岁，昕艺尚
皇家舞蹈中心创始
人、教务总监；母亲
成兰，62岁
●地址：
思明区吕岭路
●心愿：
将芭蕾舞教学做
深做实，为学员们
提供更大更好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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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创业 她们说干就干
本期家访走进两位厦门女企业家家中，听她们讲述创业故事

今年11月1日是厦门第四个企
业家日。近年来，不少企业家在厦门
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扎根、成长，企

业家日，既是对企业家精神的致敬，也
是对城市发展的宣示。

本期家访，我们走进两位厦门女

企业家家中。她们一位投身艺术培训
领域，舞动在鹭岛的文艺大地上；一位
回乡创业，深耕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中。

1990年，曾旭瑜的父亲曾木良赶
着“下海潮”，离开国企农械厂创办了
家庭农场，引得不少亲友反对；18年
后，曾旭瑜放弃银行工作、回乡创业，
却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创业路
上，老爸是我的‘战友’。”家访这天，
曾旭瑜在基地办公室里聊起往事。

2008年，组建了小家庭的曾旭瑜
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曾木良也在
自家农场里开辟了一块空间，为备孕
的女儿提供“绿色食品”。“一是发现市
场对绿色食品有需求，二是父亲的农
场需要年轻血液，传统农业亟待迭代
升级……”曾旭瑜说。于是，她辞去稳
定的银行工作，回到同安投身现代农
业。谈及女儿的事业转折，曾木良声
音洪亮：“我支持！”创业不成功怎么
办？“一定会成功的，我陪着她一起！”

“基地2010年投产，整整6年后才
实现盈利。结果，莫兰蒂台风又把我
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曾旭瑜形容，
创业过程好似孩子学走路，好不容易
跨出第一步，过了道门槛，一不留神，
又摔跤了。

投身现代农业，曾旭瑜的目标不
只是“绿色”。“只有标准化、机械化，
才能在保证蔬菜品质的同时，降低种
植成本，让更多的人吃上放心菜。”她

说。
看女儿谈得起劲，曾木良悄悄离

开办公室。不一会儿，曾旭瑜带着记
者在基地车间找到他。

“基地车间就是我爸捣鼓设备的
实验室。”曾旭瑜说。近几年，父女俩
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智能设备的研
发上——善于收集信息的曾旭瑜负
责出点子，有农械经验的曾木良则负
责想法落地。凭借着这样的钻研精
神，基地陆续“上新”了智能农机、大
棚降温系统、灌溉系统等，生产效率
大大提升。如今，“绿瓢虫”的水叶菜
均已达绿色标准化种植规范。

为了创业，国际贸易专业出身的
曾旭瑜“啃”下理工知识，成了机械

“行内人”。“投用一台智能机械，一个
基地每年能降低8万元成本，10个基
地就是80万，这就是内驱力。”曾旭瑜
说。

趁着父亲离开办公室的那段时
间，曾旭瑜还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
她创业的小心思——陪伴父母。“能
回到家乡，和父母在一块儿，也是一
种成就！”曾旭瑜说，因为有了父亲
的支持与陪伴，她创业也更有底气，

“我们相互鼓励，相互认同，一起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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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曾旭瑜，39 岁，厦
门市绿瓢虫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 长 ；父 亲 曾 木
良，66岁
●地址：
同安区莲花镇
●心愿：深耕现代
农业，将好经验、
好技术应用并推
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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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曦王曦（（中中））及其母亲及其母亲
成兰成兰（（左左））接受本报记者接受本报记者
罗子泓罗子泓（（右右））的采访的采访。。

本报记者罗子泓本报记者罗子泓（（右右））跟着跟着
曾旭瑜曾旭瑜（（中中））及其父亲曾木良及其父亲曾木良
（（左左））到基地观察蔬菜长势到基地观察蔬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