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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者简介
李怀，1978年出生，汝州市莽川镇斋公店村人，河南海智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

归根者感悟
在平顶山、汝州两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快速发展。我立志扎根

家乡，依托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将不锈钢消防器材
做大做强。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才
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
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助
乡推动鹰城发展。“依托市委组织
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我要为
家乡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1
月10日，在汝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幸
福大道返乡创业小微产业园内的
河南海智科技有限公司，看着车间
内忙碌的工人，董事长李怀说。

此时，两栋标准化厂房内传出轰
鸣机声，经过一道道工序，一块块不
锈钢板被切割、折压，逐渐变成样式
不同、大小不一的消防箱体。“2021
年生产形势不错，较去年同比增长
30%以上。”43岁的李怀自信满满。

思乡情浓 公司搬回汝州

中专毕业后，李怀怀揣梦想南
下务工，入职深圳一家中日合资企
业，从基层生产车间做起，随后回转
河南三全食品有限公司上班，先后
从事车间生产管理、分厂后勤行政
管理、总部设备采购等工作。丰富
的务工经历、不同岗位的经验积累，
为李怀的创业梦想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务工，职务再高也是
给别人打工。经过多年资金积累，
我决定舍弃高薪职位，自己创业。”
李怀从三全公司辞职，创建郑州海
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从事食品加

工设备、冷柜、不锈钢食品
工器具、不锈钢消防器材的
生产销售等。

回想在郑州的日子，李
怀感叹创业艰难。“那时没
有资金购地建厂房，只能租

赁，厂房无法适应性改造，租赁到
期就得搬迁。”李怀说，“在外创业
的不确定性，加上常年漂泊，我的
思乡之情愈浓。”

在这种情形下，进入不惑之年
的李怀决定返乡创业。“当时公司已
经专业从事不锈钢钣金类加工8年，
积累了成熟的行业经验，培养了大
量客户，企业发展遇到瓶颈，面临着
进一步扩大产能、满足市场需求等
问题。”李怀说，恰巧那时汝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实施招商引资，在汝州
经开区领导的感召下，他便返乡成
立了河南海智科技有限公司，将企
业从郑州搬回汝州，专门从事不锈
钢消防器材生产。

长足发展 做大做强企业

一年时间，占地30亩的海智科
技拔地而起。“有了自己的企业用地
和厂房，海智科技在汝州经开区建成
投产后便得到长足发展，近三年来生
产产值年均增长30%。”李怀说，下一
步，公司将继续大力引进先进生产
设备，加快销售部门软实力建设，努
力吸纳设计人员，打造全国最大最
专业的不锈钢消防器材企业。

李怀表示，他扎根家乡兴业的
信心来源于平顶山、汝州两级党委
政府的支持，更得益于平顶山市委
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这
个平台能让公司获得更多的信息资
源、创业创新政策信息，也为企业引
进资金和人才搭建了广阔平台。

“我还与朋友合伙投资了联合
通用电梯项目，计划总投资 2.5 亿
元，现在项目已奠基动工。”坐在办
公室内，李怀目光坚定。

李怀：

追逐梦想
消防市场建佳绩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文/图

归根者简介
闫素云，63岁，汝州市温泉镇侧崆庄村人，现为汝州百瑞纺织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曾获省创新创业十大女杰、省五一劳动奖章、省三八红旗手，汝州
市发展功臣、十大乡贤人物等荣誉。

归根者感悟
白手起家，辗转多地经商办企业，感谢汝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亲情招

商，感谢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我立志扎根家乡，致力于
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建设，为家乡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才
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
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助
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实施
的人才‘归根’工程搭建了信息平
台、服务平台，我会更加努力，为家乡
发展贡献汝绣力量。”1月10日上午，
在汝州市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
园鳞次栉比的厂房中，汝州百瑞纺
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闫素云说。

这位白手起家、端庄大方的女
企业家走在嗒嗒直响的织机间，不
时弯腰查看布面上的花色图案，并
与工人认真交流。

执着返乡 带动多家企业

今年63岁的闫素云，18岁白手
起家，先是在汝州做糖烟酒生意，后
到洛阳、郑州等地从事窗帘批发，经
营纺织品，再后来又到江苏省常熟市
办厂生产销售纺织品，到浙江省绍兴市
柯桥区创办机绣企业。闫素云的企业
不断壮大，从15台旧机器到拥有150
多台新机器，年产值六七千万元，年利
润约一千万元，成了在柯桥的汝州机
绣大军领头羊。

彼时，在柯桥中国轻纺城的机
绣行业，汝州籍企业和商户有 267
家，汝州籍机绣熟练工50000多名。
为发展壮大汝州经济，汝州市领导

“七下柯桥”开展亲情招商，希望“闫
素云”们返乡创业。

常年在外打拼无法顾家，把企
业搬回老家，也一直是闫素云的心
愿。她不顾家人反对，第一个将绣
花机搬回了汝州。“至今我依然记得

那天的情形，大雪中，汝州市政府工
作人员、工人冒雪把一台台机器搬
上大车。”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内，闫素云回忆道。在她的引领下，
汝州很快引回 160 多家机绣企业、
1300多条生产线。

更新设备 激发市场活力

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建
成投用后，闫素云和其他返乡汝绣
企业搬入园区。

“政府提供了厂房租金、税收等
优惠政策，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闫素云说，由于疫情等因素，企业外
贸订单减少，发展步入困局。作为
汝绣园区商会会长，闫素云带领园
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辟国内市
场，积极探索线上销售。

“企业发展必须创新，紧跟市场
需求更新设备，引入新技术。我们公
司已引进珠子秀生产设备，致力提高
生产工艺。”闫素云说，她有信心激发
自家企业的市场活力，带领园区企业
突围。而闫素云的信心来自平顶山市
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有
了这个平台，我们有更多渠道了解各
方面的政策信息，引进机绣先进工
艺，筹得企业发展资金招募人才。”

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东
侧，三期项目正在建设。望着一栋栋
拔地而起的新厂房，闫素云说：“在平
顶山、汝州两级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下，在人才‘归根’工程
的引领下，我将努力帮助政府
招商引资，引智引才，将汝绣
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建成
全产业链机绣园。”

闫素云：

心怀家乡
贡献汝绣她力量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文/图

闫素云在成品展厅介绍公司产品 李怀在车间与折压工人讨论生产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