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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郏县堂街镇段李庄村有一家电脑刺绣
厂，虽然厂子不大，产品却远销福建、上海、
山东等地，还出口到了日本。这个厂子是
今年41岁的深圳市久翔刺绣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紫峰开办的。

20年前，高中毕业的赵紫峰离开家乡
郏县堂街镇段李庄村外出打工，经过多年
的摸爬滚打，他不仅在深圳创办了自己的
公司，还回乡办厂，为乡亲提供工作岗位。
7月22日上午，远在深圳的他在视频中看
到工人们在家乡段李庄村双丰电脑刺绣厂
车间忙碌，精美的成品小贴饰源源不断从
生产线送出，禁不住高兴地说：“大家辛苦
啦！咱们再加把劲儿，月底一定把生产订
单任务完成，按期交货。我再过几天就回
去看望大家！”

外出打工 历尽艰辛

赵紫峰家里兄妹七个，父母是本分的
庄稼人，家里日子过得较为紧巴。1999年
7月，高中毕业的赵紫峰经人介绍，到堂街
镇机械厂做了一名学徒工，学习电焊和车
工技术。尽管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可一门
心思学技术的赵紫峰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家
里赶往镇上，风雨无阻。

当年12月，在深圳打工的三哥写信回
来，说那里一家刺绣厂要招工。赵紫峰告
别家人，与同学一起来到深圳，顺利进入了
那家电脑刺绣厂。

“那时候外出打工很不容易，进厂得有

介绍人，还得出介绍费，所以我很珍惜这份
来之不易的工作。”赵紫峰说，学徒工每天
要站在机器前10多个小时，站得腿都肿了，
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一个月后，赵紫峰拿到了300元的工
资。他高兴得不得了，自己留下100元，给
父亲寄回去了200元。刺绣厂负责人很欣
赏赵紫峰的吃苦劲儿，第二个月就给他计
件发工资。赵紫峰干劲儿更大了，加班加
点，第二个月拿到了890元工资。第三个
月，他就升职为领班。

升职为领班后，赵紫峰每月拿到了
900元的固定工资，开始连续往家里寄钱。

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天资聪颖的赵
紫峰半年时间就学会了电脑刺绣程序编排
技术，很快从普通打工仔晋升为企业管理
人员。

创业成功 深圳安家

2002年，赵紫峰筹措3万元在老家盖
了新房。两年后，他与后庄村的刘晓雅结
婚。2005年，重返深圳的赵紫峰被厂方安
排到东莞市当厂长，月工资涨到了 4000
元。2007年5月，老板决定将厂子迁往国
外，赵紫峰觉得故土难离，孩子又小，萌生
了创业的念头。

在哥哥们的帮助下，赵紫峰筹资20万
元，在深圳租房建厂。他带着产品跑订单，
不惜从别人手里拿来二手单做，赚取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

经过几年的发展，赵紫峰不仅偿还了
所有债务，还在深圳买房安了家。2015年，

他投资 100万元，购进电脑刺绣设备 10多
台，建成了拥有40多名工人的深圳市久翔
刺绣制品有限公司。

经过4年的发展和积累，赵紫峰的企
业越做越大，他又有了回乡办厂的想法。

心怀感恩 回报家乡

去年5月，赵紫峰回到堂街镇段李庄
村老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投资100万
元购进了电脑刺绣、压浆机、整烫机、验针
机等生产设备，建成了双丰电脑刺绣厂，安

排本村30多人就业，每人月工资都在4000
元以上。工厂生产的刺绣产品销售到福
建、山东、上海等地，还出口到日本。

段李庄村青年赵飞跃原来在外地打
工，双丰刺绣厂建成后，他回到家乡，到赵
紫峰的厂里做技术员。“在家门口上班真是
太方便了，收入比外出打工还高，到年底还
有奖金，这真得感谢赵紫峰为家乡办了一
件大好事啊！”赵飞跃说。

7月22日上午，远在深圳的赵紫峰在
电话中说，待时机成熟后，会在家乡扩大生
产规模，给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赵紫峰：从打工仔到大老板

赵紫峰（左一)和工人一起研究产品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武菲菲

7月30日上午，赤日炎炎，高新区创业
大道附近一座巨大的连栋温室大棚里却格
外阴凉。

“温度26.8℃，湿度90%，室内外相差
10℃。”黑T恤黑短裤、戴着一副近视镜的
王亚斌查看过棚内挂的测量仪后，蹲下来
仔细观察菌菇长势，“不错，菌丝长满了。”

这座大棚是绿康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食用菌种植基地。自从今年3月基

地开建以来，这名90后创业者就没睡过一
个囫囵觉。

一座“巨无霸”温室大棚

进入王亚斌的食用菌连栋大棚，有种
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整座大棚采用轻钢
结构，高5米，占地15亩，可谓温室大棚中
的“巨无霸”。

大棚的一面墙上安装着一排巨大的风
机，一摁开关，风机立刻旋转起来，风呼呼

地往棚内刮；对面的墙上则装了一排水帘
制冷设备，作用相当于空调。棚内覆盖着
一层黑色薄膜，棚外也有一层覆盖物抵挡
强烈的光照。湿润的土地上，整齐地摆着
菌袋，喷淋水管遍布。“这是首批种植的2
万袋羊肚菌和赤松茸。这些珍稀菌类对温
度和湿度的要求非常高，一点也不能大
意。”王亚斌说。

在温室大棚的一个区域，一丛丛鸡油
菌长势喜人。“这些鸡油菌已经可以采摘
了。”王亚斌说，目前鸡油菌零售价为50元/
公斤左右，如果制成干菇，价格是鲜菌的4
倍。这将是基地的第一笔收益。

在这座大棚后面，二期大棚正在建设
之中。

返乡创业瞄准珍稀食用菌

今年29岁的王亚斌家住高新区遵化
店镇代庄村。2016年从河南工业大学毕业
后，他决定离开城市，回乡发展。起初他在
父亲的砂石加工厂工作，但工厂经营越来
越困难，他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决定种植菌类是在去年下半年。王亚
斌觉得食用菌的市场前景不错，前往濮阳、
山东寿光、宝丰等地的菌类种植基地考察
学习后，更加坚定这一想法：“人类的食物
中，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
一条腿的。”

这一条腿的食物，指的就是菌类。
根据前期考察，王亚斌将自己发展方

向定位在珍稀菌类种植上。他认为，人们
的健康意识增强，这些年菌菇很受市场欢
迎，但普通菌类市场已饱和，而珍稀菌类种
植特别是营养价值较高的羊肚菌和赤松茸
较少，市场价格相对较高，这两种菌又有药
用价值，用途比较广。

王亚斌决心大干一场。他前往宝丰一
家菌种公司学习种植技术，疫情期间通过
网络钻研食用菌种植技术。

今年3月，王亚斌从邻村西赵村流转
了200亩土地，在市农科院食用菌专家和
河南城建学院生物工程系博士的指导下开
始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

儿子王亚斌回乡创业，王建军鼎力支
持。王建军头脑灵活，养过猪、开过砂石加
工厂。儿子创业需要资金，王建军拿出多
年的积蓄，加上王亚斌跑来的贷款，前前后
后往基地投入200多万元。

“一下子投入这么多，你就不怕失败
吗？”听到这一问题，王亚斌呵呵笑了：“我不
怕。反正还年轻，失败了就重新来呗。”

决心带领乡亲同奔富路

如今，王亚斌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大
棚里检查温度湿度、查看菌丝发育情况、指
挥工人干活、与技术人员交流、购买物资，
忙得不可开交。

西赵村村民金国杰家的3亩地流转给
了王亚斌，他说：“现在个人种地不划算，租
给公司每亩一年净赚1200元，平时还可以
在基地干活，一天还能赚100元左右。”

装袋、浇水、采摘需要劳动力，建设大
棚也需要人，流转的土地里还种了西瓜、花
生、甜玉米等作物，也需要工人打理。王亚
斌说：“平时附近有一二十个村民在这里务
工，日工资60到 100元不等。等公司发展
壮大了，会安排更多村民就业。”

谈到未来的规划，王亚斌表示，自己的
大棚离市区近，地理位置优越，将来会发展
农业观光旅游。同时，公司也会开展生态
农业技术推广咨询服务，带动周边更多的
村民种植食用菌，同奔致富路。

王亚斌：菌菇大棚内的小康梦

昨天上午，王亚斌在基地大棚里查看菌菇长势。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