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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郏县渣园乡林村有一家酿醋厂，虽然
开办才几年时间，但厂里生产的纯粮米醋
已经通过代理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年产
量达120吨，并且带动了周边20多名村民
实现脱贫、增收。

放弃高薪回村创业

“这个厂的老板是一对70后夫妻，回
村创业前，他们是西安一家企业的高管，年
薪几十万元。”据渣园乡政府宣传干事孙文
涛介绍，醋厂老板孙双岭今年42岁，妻子
名叫李珺，今年45岁，他们是附近有名的

“致富带头人”。
8月4日上午，烈日当空，一排排土黄

色的醋缸亮得晃眼，孙双岭和李珺正在厂
里查看醋的晾晒情况，满院都是浓浓的醋
香味。“这一个缸能存放1000斤（1 斤=500
克）米醋。”孙双岭打开一个装满醋的缸，用
舀子轻轻一搅，里面便出现许多泡沫，久久
不下。据介绍，辨别纯粮酿造醋和勾兑醋
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着瓶子摇一
摇，前者产生的泡沫丰富，而且破裂得很
慢，后者反之。

车间里还摆放着许多醋糟缸，掀开盖
子，醋醅上有一层薄薄的盐和一支长长的
温度计。“盐是醋醅发酵以后撒上去的，为
了锁住醋的酸度。等醋醅达到一定温度后
再‘翻缸’，每天翻一次。”孙双岭说，刚建厂
时人手少，他和工人们一天要翻 80 缸醋
糟，累得不行。

“摊子支起来了，不干也不行啊。”李珺
说，他们最开始回乡创业，一是考虑到父母
需要照顾；二是身边亲戚有做醋的手艺，市
场前景不错；三是想真正做一款绿色、健康
的米醋，带动乡邻一起致富。

用心酿造纯粮米醋

2015年初，孙双岭夫妇回乡后利用废

弃的养殖场建了一个2800平方米的厂房，
并采购设备、找人员，成立了平顶山天然醋
业有限公司。

为了打造一款自然提香、提色，无添加
的纯粮米醋，孙双岭夫妇带着工人们做实
验、找差距，其间也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
损失。李珺清楚地记得，开厂前两个月，因
为技术掌握不准，醋酸度不够，醋的口感偏

差，厂里一下子倒掉了9万多元的米醋。
他们坦言：“失败时迷茫过、徘徊过，也

不止一次地想要放弃，但是静下心来回想
走过的路，又觉得人生只有经历了丰富多
彩的生活和磨难才更有意义。”

2018年 8月，他们以“岭珺”为品牌研
制出的纯粮米醋在郑州正式上市，不但赢
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还通过代理的形
式卖到了全国各地。如今在郏县，光他们
厂直供的商超，大大小小就有 600 多家。
孙双岭夫妇还利用互联网开展“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扩展营销渠道。

带动乡邻脱贫致富

同时，醋厂也不断吸纳本村及周边村
子里的20多名闲散劳动力进厂务工，并和
专业的粮食种植合作社合作，实现了年产
量百万吨以上的产醋目标。

与孙双岭同村的林增强今年48岁，是
进厂最早的一批工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
制醋的各项流程，每月能拿到 3000 元到
4000元工资。林增强评价老板说：“管得
严，特别是在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凡是
进厂干活的人都要穿厂服、戴口罩帽子、消
毒等。制醋这个活儿比较细，一系列流程
下来得十多道工序，任何一道都不能马
虎。另外，逢年过节的时候，老板还会给工
人们发福利，就像对待家人一样。我愿意
在这个厂一直干下去。”

对于工人们的支持与信任，孙双岭和
李珺感到很欣慰，他们表示会继续做好纯
粮酿造，带动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孙双岭夫妇：企业高管回村酿米醋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裁剪、车缝、检验、包装……9月4日上
午，叶县仙台镇南庞庄村叶县宏杰工贸有
限公司的服装加工车间里，缝纫机的嗡嗡
声交织成一首欢快的曲子，70多名工人正
坐在机器前忙碌着。这家公司的创办者、
返乡创业青年韩盟在车间里来回走动，认
真检查产品质量。

“我们现在主要生产国内外品牌运动
衣。”韩盟指着摆放整齐的成品服装说。

为了孩子返乡创业

今年35岁的韩盟家住仙台镇韩庄寺
村。1999年，他只身来到广东省中山市一
家服装厂打工，积累了丰富的经营和管理
经验，这为他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

韩盟说：“有回乡创业的想法，是因为
结婚后有了孩子。”

2014年春节，韩盟和妻子毕培培打工
回家时，3岁的儿子怯懦地看着他们，很是
陌生。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熟悉，儿子就像
口香糖一样每时每刻都黏着他们。为了弥
补缺失的爱，他每天变着花样带儿子出去
玩。20多天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儿子
知道爸爸妈妈第二天要走，睡觉都不踏实，
早上很早就醒了。

韩盟说：“我们是趁着家人带儿子出去
时偷偷走的。从那时起，我回乡创业的想
法越来越强烈。毕竟给别人打工不是长久
之计，回乡创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想为
家乡经济发展尽点力、为留守儿童留住父

母，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2015年，他跟妻子商量后，两人一起回

到叶县县城租厂房、买设备、雇工人、进材
料……用全部积蓄开办了一家服装加工小
作坊。

“厂子办成后没有订单，还要发工资，
交房租、水电费……为了让厂子运转起来，
我们只好到处借钱，亲戚朋友都借遍了。”
韩盟说，那时唯一的安慰就是孩子在身边。

韩盟白天出去跑订单，晚上回工厂帮
忙。在他的努力下，2016年下半年，厂子有
了起色，并拿到了南方厂商的订单。

2018年，在县政府和县妇联的大力支
持下，韩盟把自己的服装加工作坊搬迁到
南庞庄村的扶贫车间。在原来的基础上，
他又加盖了两间厂房，成立了公司。去年
3月公司正式投产，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
人员返乡就业。周边贫困户和留守妇女也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韩盟的公司
还获得了“省级巧媳妇生产基地”荣誉称
号。

服装订单应接不暇

昔日“雁南飞”，今日“凤还巢”。“我们
这些工人都是本村或邻村的。我在这里每
月能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活儿多的时候
有6000多元收入。”南庞庄村村民王丹丹
谈起自己在家门口的这份工作，脸上笑意
盈盈。

今年 38 岁的王丹丹以前在外地打
工。得知家门口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她
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家。“虽然在外地上班收
入稍微高一点，但工作强度大、开销大，除
去各项开支，能存下的也不多。在家门口
就业，既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补贴家用；又
方便照顾家人，给予更多的陪伴。”王丹丹
坦言。

潘小丽是南庞庄村的贫困户，因为两
个孩子和多病的老人需要照顾，她没办法
出门打工，家里全靠丈夫一个人支撑。“现
在在家门口上班，不耽误照顾家人，还能赚
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目前，由于韩盟公司加工的服装质量
好、工期按时，厂子的信誉好，服装订单应
接不暇。

“现在我们长期用工人数在 100人左
右，季节性临时用工在50人以上。今年预
计生产服装 100万件；安排就业 100余人，
免费培训员工 150余人，希望更多村民的
钱袋子能鼓起来，笑容多起来，留守儿童能
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韩盟坚定地说。

韩盟：为陪孩子返乡办服装厂

孙双岭夫妇在厂里查看醋的晾晒情况

韩盟认真检查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