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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岸萌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大多数中国人
来说，春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旧的
结束，新的开始。

往年，春节假期过完，市人才交流中心
就会举办春季人才交流大会，相对于夏季、
秋季，春季人才交流大会参会的人数一般
更多——各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春节前
辞职的人、过年回家的农民工等，很多人都
在这个时间找工作。

市人才交流中心 2020年春季人才交
流大会的公告在1月初就发布了，但受疫情
影响，原定于2月5日、6日举行的大会被推
迟。不过，紧接着，市人才交流中心就先后

举办了“2020年平顶山市春季大型网络公
益招聘月”“2020年平顶山市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网络招聘活动月”活动，现场招聘改在
网上举行。目前，活动还在继续，在平顶山
公共就业人才网、平顶山人社APP、平顶山
人社微信公众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网站、平顶山人社局微信公众号都可以
查看招聘信息。

线上代替线下，距离虽远，招聘和求
职，却都没有被“拖延”。

趁着这“春风”，远在信阳市一个小
村里的孙金林没有出家门就在平顶山找
到了一份新工作，3 月 18 日，他在电话中
说：“疫情终会过去，春暖花开，我们都还
在。”

莫愁前路无知己
网上亦有识君人
孙金林：“云”求职找到新工作

我今年27岁，家在信阳市淮滨县一个
乡村，2019年毕业于河南城建学院，学的是
英语专业。

毕业后我在平顶山一家咨询公司工
作，主要负责市场和策划等。公司在长安
大道与未来路交叉口附近的蓝湾新城小
区，我租住在鹰城广场附近的李庄村，每天
乘坐公交车上下班。

我是大年二十八（2020年1月22日）回
的家，乘坐长途客车，走到叶县的时候听说
平顶山有了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也不知道
真假，当时也没有太在意。回家两天后，村
里开始戒严，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

我入党快三年了，村里戒严，设置进

出卡点，我们村的党员都去卡点值守。我
每隔三到四天轮值一次，值班时间为早上
8 点到晚上 9 点。可以轮着回家吃饭，也
可以在卡点吃些方便面、面包等，这些东
西都是我们村村民捐的，捐的还有酒精、
84 消毒液、口罩。我们村有人在上海工
作，寄回来了2万个口罩，村里给每家都发
一些，所以我个人感觉防疫物资方面不是
很紧张。

春节到2月上旬，疫情严重，村里的卡
点管理很严格，基本上不让进出。最近一
段时间，村里给每家每户发一张卡，每家每
户一天可以有一人外出一次，方便大家购
买生活用品。

参与疫情防控 持续值守卡点

我的兴趣在教育管理方面，之前的工
作涉及这方面的不多，所以春节前就辞了
职。

我家距离信阳市和平顶山市的距离差
不多，我在平顶山上学，同学也大多是平顶
山人，过完年肯定还是要回平顶山找工作
的，所以辞职的时候根本没多想，谁知道直
到现在也没有回去。

不轮值的时候，我在家写写字，看看
书。春节假期过完，2月初的时候我开始留
意工作信息，到2月中旬我开始认真找，幸
亏线下的招聘都转移到了网络上，在网站、
微信公众号、APP 上都可以看到招聘信
息。我每天都看招聘信息，希望找到心仪
的工作，等疫情一结束就可以上班。

没几天，我就通过平顶山人社微信公
众号看到了河南省甲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松鼠AI河滨公园校区）的招聘信息，除了
一些教学岗位，还有我感兴趣的教务管
理。了解公司基本情况后，我就打电话联
系，接洽之后我们都感觉对方可以，后来就
通过腾讯会议进行了面试。整个过程下来
大概一周左右，我就接到了面试成功的通
知。

新公司的待遇也挺好，食补、车补、住
宿补都有，工资跟我之前的差不多，但是工
作地点近了很多，就在河滨公园内。

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新的公司
主要业务涉及教育，所以公司现在还没有
复工，我也没有回平顶山。不过，在家也都
没有闲着，现在有电脑、手机，方便得很，我
们每周都有培训课程。

静心学习，待疫情过去，我就可以重新
出发了。

网上求职 线上面试 隔空培训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3月 18日，天气晴好。鲁山县一强山
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艾条车间内，49岁
的合作社老板张强正在检查合作社复工后
的生产情况。车间内，艾香味儿扑鼻。伴
随着嗡嗡嗡的机器声，村民李爱凤、张娜和
刘秋珍三人有条不紊地分拣着刚刚制出的
艾条。

“平时车间有五六个人工作，疫情期
间，我们不得不减少了人员。”张强说，乡政

府有要求，生产不能忘防疫，所有人员必须
佩戴口罩，保持距离。

鲁山县一强山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位于鲁山县仓头乡薄坪村，主要生产艾绒
枕、艾条、坐垫、艾草足浴粉和养生座椅
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张强着急得不
行，工厂无法开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客
户需求量又大。一个月前，在仓头乡杨向
科乡长的积极协调下，合作社顺利复工。
之后随着疫情逐渐缓解，产品能顺利邮寄
了，张强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日暖山野光似泼
风来蒿艾气如薰

合作社老板张强：自主创业一“艾”到底

记事起我家就穷，为改变家庭经济条
件，父亲尝试着经商，结果买到了劣质货，
损失了上万元。40年前的上万元可不是小
数目，家里更穷了。

高中毕业后，我到离家不远的石龙区
一家石材厂工作过。1997年，因石材厂效

益不好，我只身去北京闯荡，并先后应聘
到北京两家报社负责广告和报纸发行。
为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2015
年，我产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一旦下定
了决心，我就努力把追求的事业做出一番
精彩来。

走出农门追求梦想

离开报社不久，福建一家公司找到我，
让我去他们企业做公共关系事务部经理，
虽然年薪不菲，但总觉得终究是给别人干
活儿，我就想做自己的事儿。

此时我想到了艾灸，我的膝关节疼
痛多年，最终用老家的山艾灸好了。为
此，我专门去南阳、上海做艾产品的企业
考察，上海一家企业销售的艾片一盒只
有 10 片，售价近 200 元；《本草纲目》和
《伤寒杂病论》里也有关于山艾能治疗多
种疾病的介绍，我最终决定利用老家的
山艾闯出一片市场。就这样我回到老
家，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先期租地 200 亩

（1 亩约合 666.67 平方米），于 2016 年 3 月
成立了鲁山县一强山艾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收张丙须、王磙场等58户村民成
为合作社社员。

合作社成立后，我将生产的首批艾产

品送到了北京，并在北京建了艾产品展厅，
产品很快就受到消费者欢迎，前往订购的
客商越来越多。

我老家属浅山丘陵区，土地贫瘠，却非
常适合种植山艾。后来随着客户增多，我
需要的山艾数量也越来越大，于是不仅我
们村的人种植，周边堂上、黄楝树、白窑等
村的村民也争相种植山艾，去年以来，宝丰
县和石龙区的一些农民也开始种植。

为扩大规模，我在制作艾产品同时，连
带制作浴盆、足浴木盆、养生座椅等，特别
是我做的养生座椅，在座椅下专门设计了
放置艾条的地方，点燃艾条坐在椅上，非常
舒服，很受欢迎。

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杨向科乡长给予
了很大支持，不但帮我流转了土地，还帮我
铺设了通往合作社的道路，我的企业真是
一年一个变化。

放弃高薪回乡创业

今年突发的疫情着实让我着急起来，
因为我库存的货本就不多，加上无法开工，
放在北京的库存也没了，不少客户还提前
交了订金要货。快递也停运了，产品送不
到客户手中。

2月17日，乡长杨向科来了，给我带来
了消毒液和口罩等防疫物品。那一刻，我像

看到了救星，因为那时候这些东西是花钱都
买不到的。2月18日，在杨乡长帮助下，工
人们来了，车间里又响起了机器声。

春天了，门前的花开了，好一派美丽的
风景。我坚信这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并
决定在自主创业的路上一“艾”到底，打造
出自己的山艾品牌。

信心百倍一“艾”到底

张强的自述——

孙金林的自述——

昨天，杨向科（中）邀请农技专家到田间向张强（右一）讲授山艾种植管理和品种改良。 孙金林在家上培训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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