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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荣：

艾草飘香
带动一方产业兴

□本报记者 吕占伟

马永云在直播间介绍一款浮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马永云：

投身“渔”业
探商路孵化商才

□本报记者 曹晓雨

归根者简介：
马永云，女，37岁，宝丰县肖旗乡人，宝丰县恒洋渔具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

归根者感悟：
落子无悔。我辞去原来的稳定工作，转行做渔具电商，虽历经波折，

但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也让更多的老乡获得了技术和能力。感谢政
府给我提供场地支持，帮忙周转资金。我相信，市委组织部实施的“归
根”工程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建设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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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白手起家，
要不是政府给提供场地、资金方面
的支持和服务，公司也不可能发展
到现在的规模。感谢市委组织部
的人才‘归根’工程，让我能够将事
业做大做强，实现更高的社会价
值。”5月 17日下午，在宝丰县肖旗
乡七里营村的恒洋渔具商贸有限
公司直播间门外，马永云一边观察
主播表现，一边说。

不安现状 直播卖起渔具

马永云原本在兰州一家银行
工作，生活稳定、待遇优厚。然而，
她不安于现状，希望突破自我，改
变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她和男
友（现在的老公）商议后，决定回到
家乡宝丰创业，做服装生意。

去年初，马永云的生意调整了方
向。“有朋友在直播间销售渔具效益
很好，我和老公专门考察了市场，发
现垂钓活动越来越受欢迎，渔具市场
前景广阔，便决定做这个。”她说。

当年6月，马永云和丈夫开了
第一个渔具直播间。转行跨度大，
马永云无论对渔具产品，还是直播
营销都很陌生。为尽快熟悉产品、
保证直播效果，马永云整天蹲守行
业内的顶流直播间，学习不同的销
售风格和销售模式。

然而，事不遂人愿。刚开始做
直播的20多天，马永云基本处于“零
销售”状态。“一家老小等着吃饭，我
们的账簿却只出不进。当时都想过

放弃了，好在我和老公互相鼓劲儿，
决定坚持最后一周。”马永云说。

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最后
一周”的第3天，直播间流量骤增。

“一天销量就有上万元，可能是前
期积累的人气突然爆发了，也可能
是跟渔具电商有缘分。”马永云说，
这坚定了她扎根渔具行业的决心。

平台做媒 培养电商人才

去年底，马永云和丈夫筹备组
建了恒洋渔具公司。渔具产品更
新换代周期短，现做现销，销售量
低的话会产生货品积压，卖得好的
话又时常断货。如何把握供销平
衡，是这对夫妻面临的一个问题。
为此，她专程前往湖南等地，在行业
标杆——小凤仙渔具公司学习销售
技巧。经过多次学习观摩，马永云
将公司推到另一个高度。

目前，恒洋渔具公司开设直播
间18个，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为
当地村民提供600余个就业岗位。

为帮助职工和乡亲们快速提
升职业技能，马永云邀请知名电商
直播达人，围绕“短视频拍摄制作”

“直播心态建设”“直播话术”等主
题，开展电商人才培训和渔具配件
加工公益培训近百次，累计培养直
播带货专业团队20多个，间接带动
从业人员4000余人。

“我创业的初衷，就是创造更
大的社会价值。遇到有困难的老
乡 ，伸 手 帮 一 把 ，这 不 算
啥。”马永云说，“相信市委
组织部的‘归根’工程能吸
引更多人才，做大做强特色
产业，建设美好鹰城。”

归根者简介：
黄艳荣，42岁，宝丰县大营镇南街村人，宝丰县康乐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

归根者感悟：
农家女白手起家创业，着实不易。我最终找到艾草种植加工这个人生事

业的发力点，实现造福乡里的人生梦想。依托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
工程，我将继续努力，为家乡的产业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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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一系列配套政策，为
我们返乡创业者创设了一个很好的
发展空间。得益于此，我才能因地制
宜，利用艾草‘做文章’，在家门口将
企业做大做强，助力乡亲们开源增
收。”5月 17日上午，在宝丰县大营镇
的艾草加工基地，黄艳荣在洽谈业务
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辞职创业 因艾逆转人生

黄艳荣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
业后，先后在我市的舞钢、宝丰等
县（市）的事业单位上班。后来她
辞职下海，白手起家创业，生意一度
受挫，特别是经营选煤生意赔钱不
少，她一度有些消沉。

大营镇地处豫西伏牛山余脉浅
山丘陵区，土地贫瘠，传统的小麦、
玉米等作物因为缺水，产量非常低，
但耐旱的艾草却非常适合生长。黄
艳荣在南阳考察时，发现艾草市场
前景广阔，便决定回乡发展艾草事
业。

黄艳荣和丈夫李晓川在大营镇
南街村建起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康
乐农牧产业扶贫基地，引进加工技
术，带领乡亲们种植艾草，由他们负
责收购、仓储集散、研发生产、销售

等。经过数年的探索，在当
地政府的扶持下，夫妻俩不
断开拓创新，目前已研发艾
草产品超过70种，涉及艾灸
材料、艾枕、艾毯、艾茶等，带

领周边农户种植艾草3000余亩，现有
季节性员工200余名、固定员工30余
名。

事业前景豁然开朗，就有了回报
社会的能力。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黄艳荣为宝丰县教育体育局和大营
镇政府捐赠了价值 10多万元的艾产
品。近两年来，她在河南水灾和家
乡的疫情防控中积极奉献，并为我
市的困难学生发放助学款，赢得了
社会美誉。

“黄艳荣曾被县妇联授予‘出彩
巧媳妇’荣誉称号，被县农业农村局
评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优秀学
员’，个人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过，是
我们大营镇的知名人物。”5月 17日，
大营镇政府工作人员王阿乐说。

直播带货 拓宽经营思路

各种形势的变化让黄艳荣意识
到，艾草产业的长远发展，除了线下
运输、销售外，线上也要加强拓展。

在参加了宝丰县妇联组织的“电
商进农村”直播公益课、赵庄镇大黄
村举办的“百名村姑直播助农”主播
培训班学习后，黄艳荣将手机直播支
架直接架到生产车间和田间地头，让
网民全程观看艾草从种植到收获、加
工的实况。直播结果出乎意料的好，
她收获了不少“回头客”。借助电商
平台、微信朋友圈及直播等销售形
式，黄艳荣把产品销往省内外，年销
售额1000多万元。

“依托市委组织部人才‘归根’工
程，我们有信心将艾草事业做大做
强，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赚到钱，为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贡献自己的力量。”黄艳荣说。

黄艳荣在直播间推介艾产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