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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磊在生产车间检查产品质量

归根者简介：
高磊，36岁，叶县叶邑镇南村人，叶县冠博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

归根者感悟：
吃水不忘挖井人。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搭建了好的平

台，叶县县委、县政府提供了很多便利，只有把在外学到的新技能带回家
乡，引领乡亲们一同发家致富，才不负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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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组织部的

‘归根’工程为我提供了平台，我要
把这个厂建得更好、更强、更大，不
辜负大家的期望。”3月 12日，在叶
县叶邑镇连湾村，正在车间认真检
查服装质量的叶县冠博服饰有限公
司负责人高磊说。

回报桑梓制衣厂办起来

高磊初中毕业后随着同乡来到
广东的制衣厂打工，勤奋好学的他
从学徒做起，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慢
慢掌握了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
理之道。

一门技艺傍身的高磊拿出自己
的积蓄，和几个同乡在深圳合租了
一间厂房，做起了代加工生意。渐
渐地，企业员工发展到了20多人，
企业稳步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年利
润近百万元。

逢年过节，高磊回到家乡时，不
少同乡都想跟着他去南方打工挣
钱。“我深深体会到打工人的不易。
深圳用工成本逐年上涨，加上在外
打工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我就想回
乡办厂。”高磊说。

于是，春节回乡探亲期间，高磊
在老家盘下来一间厂房，将深圳的
制衣设备带回了家乡。经过半年时
间，制衣厂创办起来，通过以老带
新、师傅带徒弟，很快工厂就有了
80 多个熟练工，从最初的少量生

产，到现在的订单销售，制衣厂最终
实现了优质优品的产销良性循环。

做大做强带领乡亲致富

自公司成立以来，高磊诚信经
营，严把质量关，赢得了市场的认
可，各类订单应接不暇。公司每月
生产各类男女时装5万多件，年销
售额超过300万元，生产的各种高
档服装也出口到了欧美。

高磊又在叶邑镇周边的乡镇办
起了分厂，带动周边近200名村民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每人每月
工资在 2500元以上。村民有了稳
定的收入，高磊由衷地感到高兴，感
觉付出再多也值了。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磊公司的
制衣车间2月份才开始生产。“按照
往年的情况，公司这时候已经进入
生产旺季。但因疫情影响，原材料
最近才陆续回来，不过生产已步入
正轨。”一路走来，虽然遇到过困难
和波折，但高磊凭着坚韧不拔的毅
力挺了过来。

谈到今后的发展，高磊表示，
服装厂走到今天离不开政府的鼓
励和扶持。“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
才‘归根’工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
了契机，我们现在的订单供不应
求。下一步，我希望继
续扩大生产规模，在叶邑
镇再建一个加工厂，进一
步做大做强，加强对工人
的技术培训，提升产品质
量，带领更多的村民在家
门口增收致富。”

高磊：

回乡办厂
服装远销订单丰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归根者简介
杨磊，46岁，石龙区人民路街道何庄村人，市宏成购销专业合作社创始人。

归根者感悟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依托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

“归根”工程，我要搞好合作社，帮助乡亲们找准致富路子，与乡亲们一起走农
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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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坚定了我们返乡
创业的信心，我会把握机遇，把产业
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民致富。”3月
9日，在石龙区人民路街道何庄村，平
顶山市宏成购销专业合作社创始人
杨磊坚定地说。

返乡创业 带动村民就业

当天上午，位于石龙区人民路街
道何庄村的市宏成购销专业合作社
生产厂房里，一台台缝纫机在工人的
操作下嗒嗒作响，一件件吨包编织袋
被赶制出来。

“编织袋加工没有淡季，我们的
订单一直很足，今天来务工的有 11
人，有几个人家里有事没有过来。”生
产区有几台机器闲着，杨磊解释说。

今年 36岁的杨磊是何庄村人，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省内一家大型化
工公司。他从流水线工人做起，之后
任车间主任、生产副总，年薪也从几
万元升到30多万元。

过年回家，杨磊注意到家乡的发
展与不足。“家乡的创业环境好，有大
量剩余劳动力，在家乡办企业有优

势，乡亲们也能在家门口就
业。”

做通了妻子的工作后，杨
磊毅然回乡创业，租用何庄村
新建的标准化厂房，注册成立
市宏成购销专业合作社，同时
吸收村民入股。

创业初期，杨磊就近招聘了一些
懂裁缝技术的妇女务工。

刚开始，合作社投入资金较少，
规模也小，杨磊只能到洛阳等地买半
成品回来加工。创业之初质量管控
经验不足加上新冠疫情，合作社订单
锐减，一连串的打击险些浇灭杨磊的
创业热情。

“当时我只能躲在厂房里，看着
被退回来的产品发呆。”说起这段经
历，杨磊忍不住摇头。那段时间，他
几乎整夜睡不着觉，反复思考如何走
出困境。

苦心经营实现华丽转身

开弓没有回头箭。复工复产后，
杨磊决定背水一战。他拿出所有积
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投入50
多万元更新了成套的生产设备，并聘
请专家对员工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
产品质量逐渐稳定。

经过苦心经营，杨磊的合作社终
于实现了“华丽转身”——固定员工
达到15人，可提供居家灵活就业岗位
10个，吸收30余名村民入股。3年多
来，合作社的销售额突飞猛进，为村
民分红近5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10万余元。

“在家门口上班，每月能拿2000
多元的工资，还可以照顾孩子和老
人，我们打心眼里感谢杨磊。”村民谢
鲜莉说。

目前，合作社的订单应接不暇。
“在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工程的引
领下，我对未来充满信心。预计今年
的销售额将突破100万元。”谈起合作
社的发展前景，杨磊信心满满。

杨磊：

找准路子
用心经营助民富

□本报记者 闫增旗 文/图

杨磊在车间检查机器运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