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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5日上午，天热得让人冒汗，鲁山
县马楼乡周庄村的平顶山市鑫和盛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内却凉丝丝的。上百
名工人围坐在流水线前，认真操作每一道
工序。

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检验产品时不
断发出“嘀嘀”声。“我们一定要认真、再认
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便会前功尽弃。”
虽然每个车间都安排有负责人，但该公司
总经理李喜洋还是不放心，每到一处都重
复着这样的话。

返乡创业建工厂

今年37岁的李喜洋是马楼乡周庄村
村民。与不少同龄人一样，李喜洋幼年经
历了贫穷。他曾下定决心，好好上学，用知
识改变命运。可尽管付出了努力，他的学
习成绩仍不理想，高中毕业后便与同学踏
上了南下的列车，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

打工的日子很枯燥，工资也不高，管理
还严。在深圳干了3年多，李喜洋决定回
家跟父亲到工地上打工，即带副业队一起
干活儿。后来，随着工程越来越少，李喜洋
再次来到深圳，在一个亲戚经营的电子厂
工作，学习各种电子配件制作技术。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李喜洋志存高
远，他将萌生的回乡创业想法告诉好友曾海
后，不但得到了赞赏，对方还承诺前往帮
忙。曾海是湖北襄樊人，当时在一家电子厂
负责技术指导。就这样，2010年春，一个不

大的电子加工厂在马楼乡周庄村诞生了。
“当时就是个小作坊，用工只有十来

人，厂房也只有 5 间，只能单一做电池配
件。”李喜洋说，由于他们生产的配件颇受
欢迎，2011 年，在深圳一家电子企业帮助
下，他决定扩大生产，用工规模瞬间增加到
了数十人。因为曾见过别人因产品质量问

题而垮台，李喜洋对工作特别认真，生产的
配件也格外受客户青睐。随着名气越来越
大，2014年5月，李喜洋注册成立了平顶山
市鑫和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5再
次扩建厂房。

“现在公司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可供
300人同时务工。”李喜洋说，公司也由单

独的电池配件发展到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用极耳产业，成为一家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
业，产品多数用于手机、手表、耳机、医疗器
械等各种电子设备。

带动乡邻致富忙

公司做大了，乡邻受益了。
“加工厂给我家的帮助很大。”郝楼村

村民兰秀群数年前丈夫意外去世，一人拉
扯 3 个孩子艰难度日，成了村里的贫困
户。李喜洋得知情况后，便让她到厂里务
工，使其每月增加约2000元的收入。

老将庄村56岁的贫困户李素青家距
离加工厂不到一公里，从建厂到现在，每月
都有稳定收入，她家也因此脱贫。

“现在厂里有200多人务工，厂内还设
有伙房和宿舍，可免费提供吃住。”李喜洋
说，他在家建厂的目的就是调动农村闲散
劳力，让大家一起致富。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到能容纳近
300人务工的科技公司，李喜洋付出很多，
也收获很多。2016年，该公司被马楼乡政
府确定为脱贫攻坚帮扶基地，并被市妇联
确定为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工程基地和扶
贫基地。2019年 6月，该企业又被省妇联
评为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他不仅解决了农村闲散劳力，逢年过
节还购买礼品看望村里的贫困家庭和孤寡老
人，是一位很有爱心的企业家。”马楼乡政府
组织委员李强说，今年疫情期间，李喜洋还
出资两万元支持家乡抗疫，深受村民好评。

李喜洋：电子配件做出好钱景

口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9月4日上午，在郏县李口镇马庄村的
宏琨制衣厂里，40名女工正在低头忙碌，
脚下的缝纫机奏响欢快的音符，一件件晚
礼服在她们灵巧的手中织就而成。

办公室里，中等身材、热情稳健的制衣
厂老板的张建功，谈起自己的创业之路，不
禁感慨万千。

打工闯出新天地

张建功今年44岁，兄妹7个，他排行最
小。在他3岁时，父亲就因病离开人世，母
亲独自一人为儿女们撑起一片晴空。

18岁那年，张建功到郑州一家饭店打
工，虽然拼尽力气每月才挣到150元，但萦
绕在心头的创业之梦让他咬牙坚持下去。
两年后，由于母亲身体不好，他不得不回家
照顾母亲，就靠种植烟叶来增加收入。

2002年春，在朋友的介绍下，张建功
进入广州一家制衣厂打工，尽管每月只有
400元收入，但外面的精彩世界吸引着他
奋发向上。为增加收入，他每天总要加班
两个小时。遇到赶货期，他更是拼了命地
干，饿了就吃厂里提供的工作餐，困了就在
衣服堆里打个盹儿，醒来了就接着干。“那
时虽然累，但月底拿到一把工资时，还是很
有成就感的。”张建功说。

凭着踏实肯干、诚信待人的品质，张建
功在第三年就被提拔为车间主管，月薪一
下涨到3000多元，他的干劲更足了，暗自
发誓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

2008年，张建功跳槽进入一家专门制
作晚礼服的公司。就在他准备甩开膀子大
干一场时，妻子突然向他提出离婚。面对
家庭变故，张建功带着年仅6岁的女儿返
回公司，把自己埋在工作里，以此抚慰心里
的创伤。此后的四年间，张建功从一名娴
熟的制作工成长为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
和公司总经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012年，在总经理帮助下，张建功投资
20万元，和刚结婚不久的妻子一起租了厂
房，招聘了十多名工人，开始了创业之路。

他和妻子同舟共济，把晚礼服加工厂
做得红红火火，从老家来的乡亲们也在他
这里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他赚取到了第一
桶金，不仅偿还了债务，还盖起了漂亮的楼
房，开上了小轿车。

返乡点亮致富灯

2015年，考虑到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张
建功决定回乡创业。

张建功投资50万元，在李口镇党委政
府和村两委的大力支持下，在村里建起了
厂房，购进40多台平车、锁边机等设备，成
立了平顶山琨泰制衣厂，帮助当地30多名
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张建功和原公司签订订单合作共赢，
并在该公司总经理的帮助下，和同行业的
多家公司成为合作伙伴。制衣厂年加工晚
礼服七八十万件，远销南非，实现年利润
20多万元。工人们每月工资都在3500元
以上，全厂女工每年实现收入96万多元。

“这厂建在家门口真是太方便了，俺每
月都有3000多元的收入，真得感谢我们的
致富带头人张建功！”女工王香荣说。

“在这里上班不仅挣到了钱，还能照顾
家人，建功为乡亲们办了一件大好事！”马
庄村村民、30多岁的曹利红说，她和李丛
伦等十多名村民都在制衣厂上班。

“我准备进军睡衣市场，创建自己的品
牌，带动更多乡亲致富。”张建功对未来胸
有成竹。

“近年来，李口镇着力培育创业致富带
头人，张建功就是返乡创业的典型之一。
他通过辛勤付出，不仅为自己铺平了致富
路，也为家乡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热切
期盼更多像张建功这样的有志之士回乡创
业，带动更多乡亲一起开创文明富裕的美
好明天。”李口镇党委书记张建政说。

张建功：晚礼服织就幸福生活

张建功在展示一款晚礼服

李喜洋在检查车间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