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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化湖南新化

广州税务青年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市税务局各
级共青团组织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将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落实市税务局
党委“人才兴税战略计划”“青年
工作三年工作规划”和“青年工作
16 条”等系统规划，搭建好“揭
榜挂帅”青年创新项目、“税爱”
系列志愿服务等平台，持续擦亮思
政工作室、税务青年助企团、青年
创新创业税务服务工作站、多语种
税务青年志愿服务队、税费争议化

解青年律师团队等品牌，团结广州税务青年全力以赴投
身税收现代化建设，立足岗位建新功，服务广州高质量
发展，充分激发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电务电化工程有限
公司麦积山项目团支部坚持党建带团建，
围绕青年精神素养提升工程，带领团员青
年在企业改革发展中贡献力量。用心开展
青年思想引导，通过党支部书记第一堂
课、团支部书记上团课等方式，引导团员
青年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
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引领青年建功立业，成立青年突击
队，发挥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的先
锋模范作用，用科技攻关助力工程建设；
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开
展技能竞赛，营造立足岗位成才的良好氛

围；通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广泛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积极践行
国资国企社会责任与担当。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

税 务 局 团 委 副 书 记

朱建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电

务电 化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麦 积 山 项 目 团 支

部书记 张兆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从开会时插不上话到成立合作社带领

乡亲们致富、赢得村民信任，1996 年出生

的刘海浪在家乡完成了人生蜕变。

退伍回村 4年多来，这个看上去内向、

瘦弱的小伙子改变家乡传统农业模式，带

乡亲们种植的胡萝卜亩产最高达到 6000公
斤，他也在青春中打上“橙色”烙印。

刘海浪的家乡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丁

里镇河头村，该村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土

质以砂质壤土和两合土为主，土质与气候

条件适宜胡萝卜生长，有 30多年的胡萝卜

种植历史。近年来，该村胡萝卜亩均产量四

五千公斤。

2019 年刘海浪退伍返乡后，发现村

内种植模式过于传统，种子质量和销路时

好时坏，他曾看到一整车一整车的胡萝卜

滞销，最终腐烂。此后，他开始从网络上

查找高科技种植模式，农业自动化模式吸

引了他的注意——一台电脑、一套机械就

能完成播种、除草、施肥、浇灌、采摘等操

作，省时、省力、省人。

刘海浪想改变家乡“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状况，于 2019年 9月牵头成立了萧县河

头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后的

第一个难题是和农民搞好关系，要想将土

地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必然要挨家挨户

打交道、做工作，这对性格内向的刘海浪来

说是个挑战。

一个小年轻要承包乡亲们的土地，大

家都抱有观望和不信任的态度。刘海浪先

前往一位刘姓村民家走访劝说。这家人在

村中颇有威望，种地本领娴熟，12 亩地的

土豆、玉米和胡萝卜是家中主要收入来源。

一开始，对方坚决反对，刘海浪前后去了 5
趟，给老人算了明明白白的经济账，最终，

对方同意土地入股合作社。

村里大户刘亚军有 260 亩地，刘海浪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抛出合作橄榄枝：希望

对方通过技术和机械入股合作社，年底享

受分红。

“明明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却不去城

里干体面工作，非要来指导大家种地，能干

出什么名堂？再说，你知道怎么播种、怎么

种地吗？”刘亚军一直犹豫。

刘海浪搬来“救兵”——请家里亲戚和

村中老人去帮着劝说，让刘亚军同意合作。

到了 2020 年，刘海浪逐步流转土地

300余亩，请农户种植、拔草。刚开始，他就

发现了问题——人工种植的效率低，特别

是播种时容易导致苗株分布不均匀。他想

到了机械化播种，便从山东寿光引进种子

编织机，将种子自动、均匀地编织在可降解

的编织绳上，机器从地里经过，种子就能直

接埋进土里，不用考虑播种的间距。他还用

机械实现精准滴灌。

“用好那些看似简单的农业机器，其实

需要大量技术研究，也需要试错和克服失

败。经过试验种植，我们减少了种子使用

量，压低了成本。”刘海浪说。

2021 年 10 月，河头村两委换届，刘海

浪当选村党总支书记，决心展开手脚大干

一番。

但在别人眼里，他的“分量很轻”，开会

时，总是抢不到说话的机会，布置工作也没

人信服。

怎么办呢？村民、村干部都成了他的老

师，一家家入户走访。他也真心真意对待村

民，曾顶着瓢泼大雨前往独居老人家中检

查、照顾。

同时，他带着村干部去山东、福建、内

蒙古考察胡萝卜品种，学习种植经验。他的

想法很简单——集约土地，实现规模化种

植，再把销路打通，让老百姓敢种、愿意种，

来年都能有个好收成。

在他的提议下，村委会开发设置公益

岗位，吸引 96位村民定期前往合作社从事

除草、打药、杂活、收获、包装、分拣、清洗等

工作。这一举措受到老百姓欢迎，年纪稍大

的农民、家庭困难户和不方便外出务工的

农民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据介绍，每人

做工一天能获得 70元基本工资，村里还提

供后勤物资保障。

河头村村民朱孝侠，丈夫于 2016年因

突发性脑梗导致偏瘫，她只能在家照顾丈

夫，刘海浪吸纳她来到合作社干杂活，跟着

有经验的村民学种植，一年能增收 1 万余

元。村民刘湘廷在合作社帮忙除草，一年增

收 1万元左右。

渐渐地，村里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决定

跟着刘海浪一起干。目前，合作社共流转

865亩土地，种植胡萝卜、土豆、水果萝卜、

黏玉米、西瓜等作物，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复

种指数。胡萝卜更是出口到越南、日本和韩

国等国家。

刘海浪介绍，村里自建了两座冷库，方

便产品储存。“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我们胡

萝卜出货时卖到每斤 1.5元，以往，农民自

己散卖，最多只能卖 6毛钱。”

在基层工作，刘海浪也曾感到压力和

乏味，也不断试着找到在农村工作的乐趣。

“当自己的努力得到老百姓认可的时候，会

觉得特别有获得感”。

刘海浪至今记得，2022 年 12 月底，村

里首次举行村集体经济分红仪式，村里

1386户 5385名乡亲全部参与分红。当天上

午，老百姓们围成一圈，每人拿到一袋 40
斤的水果萝卜、若干袋洗衣粉和澡堂票。此

外，入股合作社的老百姓还能获得租金和

相应现金分红。

有村民评价：“（刘海浪）这小孩这么年

轻就当书记，还真办了几件实事！”

95后村书记的“橙色”青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十几年前，不少湖南新化的年轻人有

过这样的经历：结束学业后，投靠外乡的亲

友，在他们开的文印小店里从学徒做起。

如何使用电脑，怎样维修机器……等

技术成熟后，就找同乡以实惠价格买上

几台翻新的文印设备与电脑，选个好地

段开店。虽然只是几毛钱的生意，但好在

成本低，有利润。等生意做起来，他们还

会开分店，叫上亲戚朋友一起干，如此复

制下去。

在这种模式下，新化人开设的 15 万

家文印店已经遍布全国，占据了全国文印

行业 75%以上的市场份额。

被逼出来的生意

新化曾为“梅山蛮”所居之地，人多地

少的先天环境，逼着年轻人外出讨生活，减

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上世纪 70年代的邹联

经就是其中之一。凭借修钢笔、修锁、补皮

鞋的手艺，十几岁时他就出门闯荡。

在上海当学徒时，他学会了维修机械

打字机、速印机等技术。能修好这种“精

密”机器，在那个年代可比修钢笔、修锁挣

得多。

不过，这属于“无证经营”，1977 年他

被当地公安机关带回老家公开批评。

虽然被当成反面教材，可同乡的年轻

人却纷纷找上邹联经拜师学技术。学成后，

他们就游走全国靠此为生。据亲历者回忆，

当时修好一台机械打字机能挣 45 元，而 1
元钱可以买 4 公斤大米。如果留在新化种

地，一天只能挣 1角 8分钱。

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化县成立洋溪

打字机维修厂，聘请邹联经为业务厂长，

并给从业人员发介绍信、价格表和发票。

到 1985 年，相关从业人员已发展到 3000
多人。

如果说维修机器开始只是新化人迫于

生计的自救，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新化人

的“文印时代”则正式拉开帷幕。

在广州做生意的曾旗东率先学会日本

佳能和理光复印机维修技术，与修一台打

字机赚几十元相比，修一台复印机则能赚

几百元。

曾旗东还发现了新商机。那时，在发

达国家复印机多用来租赁，不少设备用不

了两三年就会被淘汰废弃，很多产自日

本、美国的旧复印机通过中国台湾进入大

陆市场销售。于是，曾旗东的本事就有用

武之地了。

与维修相比，要让机器在国内正常使

用需要改装，其中一项就是将电压从原

110V 变成 220V。于是，他购买了几台全

新设备，通过反复拆解研究改装，最终将

这批机器全部改装成功，进价 2000 元的

机器翻新后 8000 元仍供不应求。这一重

大进步不仅为日后再制造产业趟出道路，

更为新化文印人开拓图文小店市场打下

基础。

年轻人探索新边界

如今，当年轻一代走向社会后，他

们沿着文印市场的边界继续探索：线下

“夫妻店”变成线上“淘宝店”，外出闯荡

变成返乡创业，年轻人开始为小县城带

来新变化。

今年 35 岁的曾令高，已经算是文印

产业中的老人。中专毕业后，他被介绍到

一家月薪 300 元的工厂打工，干不下去的

他选择干起小店。最初他拿着父亲给的

12 万元启动资金在上海开了家湖南土菜

馆，开业不到 3 个月，就因为入不敷出关

门。对一个 18 岁的年轻人来说，生意失败

对他的打击很大。“当时，对未来感到很模

糊。”他说。

当时，曾令高的姑姑已经在文印领域

扎根，在义乌有了图文店。在姑姑眼里，曾

令高脑子好使，做事也踏实，就让侄子来义

乌找机会。

从学徒开始，曾令高再次走上新化人

的老路，不过他并不满足。在“跟单”过程

中，他注意到一个特殊的工作——印刷

加工，主要是为商家印刷不干胶材质的

贴纸等包装用品，拥有“小商品的海洋”

美誉的义乌对此类包装贴纸需求极大。于

是，曾令高便购买相关设备，正式做起包

装印刷生意。

随着商品包装的升级换代，包装越来

越受到重视。从 2015 年开始，曾令高的生

意进入了上升期，背靠义乌小商品市场，生

意越来越大，甚至开始为海外产品制作相

关包装。

与曾令高相比，今年 32岁的李智进入

这个行业则要晚很多。李智家本没人从事

文印行业，结婚后在妻子的介绍下才接触

到这一行。结婚不久，他和妻子就跟着妻子

的姐姐来义乌文印店打工。他还记得，2015
年刚到义乌时，每天早上叫醒自己的就是

楼下胶带缠绕打包的声音。

“我们当时二十几岁，觉得未来没有太

多希望。”李智说。

后来，妻子的同学找到他们，劝他们一

起做线上生意，生意项目就是类似曾令高

做的包装打印。“那会儿淘宝刚兴起，每天

都能挣到几千块。”李智说，之前还做线下

买卖，后来发现线上生意更“简单”。他解

释，线下买卖常会遇到赊账的情况，每年要

账都让他觉得“不痛快”，于是他们索性放

弃线下接单，全身心经营淘宝店。

随着业务发展，包装行业线上店越来

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李智看来，今

后想要获得订单，更需要提供高质量服务。

之前，他们会做不干胶之类的普通包装印

刷，如今他们更侧重开发新材质和新工艺，

防水、烫金等一批新包装产品正为客户提

供更多选择。

在李智看来，与线下相比，线上经营需

要花更多时间去沟通。“有时坐电脑前，一

坐就是八九个小时，有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离不开座位。”他说，“客户有时说话毫不客

气，刚入行的人时常会被骂哭。”同时，与过

去相比，流量也越来越贵。

入行前，徐建筹是跟着家里人从事建

筑行业，经朋友介绍知道线上包装印刷行

业“能挣钱”，2017 年便也加入到这个行

业中来。

刚到义乌时，他发现，这个行业前期比

较难，需要不少技术，要懂电脑、懂设计，还

要会核算成本。为了学好技术，自称读书不

太行的徐建筹开启了苦读模式。“网上看视

频，买书自学，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睡醒了就接着看。”他说，“我知道如果学不

会技术，就干不好这一行。”

如今，李智、曾令高等众多新化老乡希

望将新的印刷产业带回新化老家。“线上接

单、线下制作发货的模式已经成熟。”他们

表示，在新化也可以承接全国乃至全世界

的订单。

2022年，他们联合创办的生产工厂已

经开始小范围运营。“去年 30%在新化生

产，70%在义乌生产。今年要把这个比例继

续调整，新化这边的产能要达到 70%，在

2023年年底前建成 100％能在新化生产的

加工中心。”李智说。

文印小店的未来在哪

从上世纪 70年代算起，新化文印已经

走过 50年的发展历史。可面对未来如何发

展，新化文印商会副会长李宜校觉得并不

轻松。李宜校从 2008年开始就进入文印行

业，卖过设备，开过图文店，如今在湖南长

沙还有 4家小店维持运营。

长期浸润在这个行业里，他观察到

更细微的变化。文印行业传统客单来源

主要是教材资料、工程项目资料等。“双

减”政策实施后，一些紧邻校园的图文店

效益受到影响。“不过，专升本、考公等考

试资料复印量越来越多，弥补了一部分市

场需求。”他说。

真正给文印产业带来影响的是房地产

业务，“以图纸为例，以前能为每个小店带

来 3 万块钱的收入，如今几乎为零。”李宜

校说，目前部分地区已经推行无纸化投标，

很多标书打印业务大量减少。

除了市场需求的变化，更为深刻的则

是文印技术的飞速发展。李宜校观察到，

不少应用新技术的设备的出现给行业带

来了影响。

他告诉记者，最新设备在彩印方面已

经放弃使用碳水，改用墨水。在这个技术

的影响下，原本 2 角钱的彩印成本直接变

成 2 分钱。“还有的设备将打印速度大幅

提升，原本每分钟 50 页的打印速度，现在

已经变成每分钟 900 页，一台新设备的效

率可以代替 20 台旧设备。”李宜校补充

说，“高科技设备注定需要高投入，动辄

300 万元以上的价格，让文印店门槛越来

越高。”

李宜校表示，文印产业发展至今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只要买

到设备，找到合适位置，文印店不愁业务，

很多政府机关会主动找上门；到 2006年左

右，政府普遍设置文印室，那时候想要开店

就需要注重生产环境，维护客户关系；2015
年左右，文印店发展则更需要注重营销策

略，搞活动，搞促销，只有维护好大客户才

能生存发展。“如今，如果没有固定的客户

维持，再想复制小店致富模式已经不可能

了。”李宜校说。

此外，李宜校还将当下我国文印市场

的发展阶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了比

较。他举例说，目前美国文印市场大概有

9100 家门店，而我国有几十万家门店，合

并减少可能成为趋势。

他还补充说，在发达国家，数字印刷

占 到 印 刷 总 量 的 29% ，传 统 印 刷 约 占

71%。而我国数字印刷的规模只占到总印

刷量的 13%。由此来看，未来数字印刷还

有很大增长空间。“未来，谁掌握了快印，

谁就掌握了产能，谁就可以引导这个行业

发展。”他说。

在他看来，未来小店的发展将会走向

两种道路：一种是前店后厂模式，门店招揽

生意并满足零散客户的需求，需要大量打

印、复印的则依靠区域中心店甚至工厂来

生产。“区域中心店要配备高科技设备，生

产速度快，加之当下便捷的物流渠道，足以

满足客户需要。”李宜校说。

与此同时，还可能活下去的就是扎根

在社区的“夫妻店”。这些门店将不仅满足

打印、复印需要，还将具备更多便民属

性。“我发现，很多门店现

在还有送水等业务，都是

上门服务，方便快捷，这

样 周 边 客 户 会 一 直 都 需

要。”李宜校说。

小小文印店，从县城步步走出大产业

随着天气逐

渐变凉，部分地

区的人们开始为

防寒调整着装。

近日，“穿上校服

变 法 式 小 面 包

了”话题登上各

平台热榜。许多

学生晒视频称学

校要求必须把校

服穿在外套上。

对此，教育专家

建议，非正式场

合 应 考 虑 学 生

的舒适度，而不

是严格要求穿着

校服。

漫画：程 璨

文鼎文博小店是一家位于清华大学校内的较大规模的综合文印店，小店店主与大多数店员均来自湖南省新化县。图为店员正在为校内师生进行打印、复印、装订等服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摄

刘海浪在合作社萝卜田里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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