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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吴欣宇
记者 谢 洋

“小时候我总是盼望着村子里能变得很

美，盼望着家里面能够变得富裕，今天我的

期盼正慢慢实现。”3 月 8 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妇联举办的“跟党奋进新征程 巾帼建

功新时代”广西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14
周年大会上，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金

田镇大贤村的 90 后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谢冰梅分享了自己返乡带领村民创业致

富的故事。

2020 年 6 月的一天，一通电话让谢冰梅

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彼时，大贤村村两委正值

换届，老支书希望她能够回去接班，有点“理

想主义”的她心动了。接到电话的当晚，她一

宿没睡，查找了许多返乡创业的案例资料，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留守儿童，很能体会村里

的留守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的艰辛和不易，

而且我本科硕士学的都是行政管理，我希望

能用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

当时，谢冰梅从暨南大学硕士毕业后，在

广州已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得知她要返乡

时，身边许多人都不理解。导师的一番话让她

下定了决心，“干得好你就好好干，实在干不

了，大不了你就回来，年轻人怕什么？人总要有

点理想”。于是，带着满腔热血，谢冰梅辞职返

回家乡投身乡村振兴建设。

回乡后的第一步就是组建团队。村里有

个 1997年出生的姑娘黄金萍，是广西民族大

学的本科毕业生，谢冰梅想动员她一起回乡

建设，却遭到了她家人的强烈反对。面对家人

的阻拦，黄金萍“回怼”道：“冰梅姐都能回来，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就这样，在谢冰梅等人的动员下，一支年

轻、有干劲的村干部队伍慢慢组建起来。

大贤村以前脏乱差的现象比较严重，整

个村子只有一个垃圾收集点，清理总是不及

时，蚊虫满天飞，很多人嫌弃村里的环境而不愿

意回去。得知这一情况，谢冰梅决定先从人居

环境整治着手，她一方面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让村里 16 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垃圾收集点，

另一方面，规范保洁员的管理，让垃圾每天都

能被及时清理。

由于经费不足，谢冰梅积极动员村民参与

建设，降低成本。保洁员买不起清运车，她就自

己去车行做担保。在村民的配合和村委的努力

下，大贤村变得越来越清爽，村民直观地感受

到了村里的变化，谢冰梅用心用情的服务态度

也收获了不少“人心”。

如今，大贤村里还有了篮球场、图书馆、便

民文化长廊、小花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村民的生

活也越来越丰富了。

“在村里面要有事干，有钱挣，才能够真正

在村里面活得安心。”除了改善人居环境，谢冰

梅还紧盯产业发展的新路子，想方设法鼓起村

民的“钱袋子”。

谢冰梅首先对大贤村原有的产业进行提质

改造，帮助他们做品牌宣传。她刚返回家乡时，

村里有个酱油厂，是脱贫户蓝柏仁和他的几个

兄弟白手起家办起来的。由于不善营销，他们只

能贴牌在镇上摆摊售卖。酱油本身纯天然酿造，

没有添加剂，口感没有市面上的好，导致一些人

质疑他们的酱油质量不行。

“如果他不懂得包装和宣传，优势就会变成

劣势。”了解情况后，为了帮助蓝柏仁拓宽市

场，谢冰梅重新梳理了产品的优劣势，做品牌、

改包装，凸显产品优势。同时，她也积极帮蓝柏

仁联系宣传渠道，拓展知名度，并联系直播平

台帮他销货。

如今，在村委的带领下，蓝柏仁的酱油厂每

年的产量达到了 20 万斤，业务繁忙时，他会请

乡邻来帮工，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厂里的年销售

额去年达到 200万元，在谢支书的指导下，我还增

加生产了豆瓣酱，深受市场欢迎。”蓝柏仁说。

另一方面，谢冰梅也在积极探索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方向。在前期的调研中，她发现健康

养生属于朝阳产业，当地又盛产淮山等药食同

源型农产品，于是她将目光聚焦到了中草药种

植上，“种植水果蔬菜，一旦滞销什么都没了。

但种植中草药既保值，又好加工保存，市场风

险更小”。

确定好方向之后，土地和资金又成了问题。

创业初期没什么钱，又要租地，谢冰梅在和村民

协商土地流转的时候遇到不少阻碍。“这个是

公家的事，为什么要用我家的地？”“你用了我

的地，我自己想要耕种怎么办？”面对村民的疑

虑，谢冰梅主动召开座谈会，向乡亲们讲述了

村委的规划和设想，从乡亲们的切身利益出

发，协调各方权益：有村民想自己耕些田，谢冰

梅就从旁边划一小块给他种；实在不愿意出租

的，她就跳过，先把自己能做的做好，让村民们

看到实绩。

在谢冰梅等人用心用情的付出下，越来越

多的村民加入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队伍中。有村

民甚至主动找到她说：“你想租就租，你没有钱

就当给你做事业，你要是做失败了，我就当抛荒

一年，你要做成了，我们大家都好。”

于是，大贤村以中草药种植加工为抓手，村

集体经济蓬勃发展起来，收入两年翻了三番，产

业的发展也让村里 100多名留守妇女有了在家

门口就业的机会。

“做村干部工作没有什么诀窍，得多从乡

亲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作为一名村干部，谢

冰梅时常觉得，除了保持自己的专业性，组织

协调能力也十分重要，而这一能力发挥的前提

是得让群众信服你，从感情上认可你。

村里的产业发展给大贤村留守妇女刘小平

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她在家里没有

活干，没有收入，一边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一边

还有上小学的女儿，自己又出不去，她时常感觉

心里很慌。如今，她在离家不远的中草药基地找

了份工作，每个月有 2000 元左右的收入，改善

了家里的生活条件，还能就近照顾母亲。

村民感谢的话语，让谢冰梅深受感动，“我

觉得自己没有白回来，没有荒废自己的青春，也

没有辜负初心和使命”。

女硕士返乡和村民一起闯出“致富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95 后黄希谊这几年有了新称号——

“厂妹”。以前她接触的是各式各样的时尚

艺术单品，现在说起工业互联网和机械设

备如数家珍。

这是她“接厂”的第四年。

20世纪 80年代初，黄希谊的爷爷作为一

名工程师于退休后创业，在广东佛山开起了

生产机械设备的工厂。厂子传到父亲手中，产

品开始销往世界各地，生意越做越大。

虽然“最初对机械设备完全没概念”，但

黄希谊还是在 2020年辞去海外工作，回国接

下了“接力棒”，瞄准工业互联网和工业软件

设计研发，“爆改”传统制造业。她还组建了

“厂二代 GOGOGO”社群，如今已吸纳了

3000余名“厂二代”。

散落在中国各地的传统制造业工厂，支

撑起了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些

厂子大多创办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们走

过了老一辈创业者的筚路蓝缕，打响了“中国

制造”的名号。这些年，“接厂”的重任陆续交

给了“厂二代”甚至“厂三代”。

不过，接手父辈用数十年打拼下来的事

业，大多数“厂二代”“厂三代”也领取了新的

时代“考题”。

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当下，他们

在守业之外，将为传统制造业带来哪些增

长和变革？

接班一路跌跌撞撞

4年前，黄希谊第一次踏进了工厂车间，

对于接班一脸懵懂。于是，她花了大半年时间

在工厂学习。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学习，可能很困难，

但我还是愿意尝试，要把企业的生命力延续

下去。”黄希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段

时间，她每天早晨 8点半到工厂巡厂，参与客

户沟通、合作洽谈等，逐步了解了工厂的业务。

和很多传统制造业工厂面临数字化转型

一样，怎么探索出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转

型之路，成了摆在面前的一大难题。黄希谊也

发现，传统工厂还面临着老龄化、招不到年轻

新员工的问题。

怎么办？爸爸向她科普了大半年的工业

物联网概念后，她开始尝试工厂子项目，进行

工业软件的开发。工厂位于郊区吸引不到年

轻人，那就把工业物联网子公司搬到市中心，

让年轻的技术工程师在这里办公，需要进厂

调试时，也可以随时出发。

“我们的设备数据都上传了，那岂不是被

看光了？”拿着产品雏形来到工厂，从未使用

过工业软件的老员工们也会向他们发出疑

问。黄希谊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工厂原

本负责销售业务的员工懂得如何销售一台看

得见、摸得着的机器，却不知道怎样去销售一

套摸不到的系统，甚至很多工厂员工并没有

数字化的认知。”

黄希谊坦言，从一个崭新的概念，到真正

调整到适配自家工厂设备的工业软件，“走了

很多弯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

间成本，谈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很大的工程

量，甚至需要培育市场，等待市场认可”。

现实生活并非“爽剧”。影视作品中“继

承者们”光鲜亮丽，毫不费力地签下大笔订

单，回归现实却是一路的跌跌撞撞。这些“厂

二代”“厂三代”受到良好的教育，开阔了国

际眼界，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难关也不少。

接厂第一年，梁于祺在原来的社交圈“消

失了”。

在广东潮汕专注塑料薄膜生产制造，他们

家的企业历经三代传承，年销售额已达 40 亿

元。先后从事了收并购和股权融资相关工作，遇到

瓶颈的梁于祺决定回家接班。

“接班时非常不适应，因为工厂业务和我的

专业背景南辕北辙。”梁于祺对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说，以前工作环境中都是同龄人，但在工

厂，打交道的都是父辈，“年龄上大了两轮”。

她去车间与老技术人员学习了几个月，和

他们一起处理生产线上的问题，了解自家工厂

的产品列表中的详细信息，“白天工作，晚上继

续学习产品知识，周末也不停歇，需要全身心投

入工作中”。

“有时候接到客户投诉，是我比较开心的

事情。”梁于祺笑称，平时只是纸上谈兵，只有

遇到实际生产的问题时，才能真正学到知识。

一次，一家客户工厂在使用他们生产的常

规产品时出现了问题，一下子出现了 10余吨产

品的退货退款。“我们认为进行常规调整后就能

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并不好调整，直到反复沟通

后进入客户工厂的生产车间，才发现是因客户

起吊方式发生改变，导致的薄膜松紧调整细节

问题。”梁于祺说，生产中往往一个小细节就对

结果产生影响，而找到这个细节点需要现场不

断摸索和调试。

这两年，她从东莞生产基地的一个市场

部经理，晋升为公司副总和集团董事，“在父

辈的帮助和公司的支持下，自己的成长也是

比较快的”。

让“酒香”飘出“深巷”

在梁于祺看来，自家企业属于包装行业的

供应链上游大宗商家，虽然目前的数字化转型

并不紧迫，外贸出口却面临新的挑战。

“我们需要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她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父辈总觉得“酒香不怕

巷子深”，“很多传统制造工厂并不做宣传工

作，甚至没有宣传册和官网，可没有这些，又

怎样让海外潜在客户了解呢？”

于是，梁于祺寻找了资历深厚的第三方公

司制定了营销方案，并邀请长辈们一起聆听。遇

到工作人员讲出的新鲜词汇，她还要“接地气

儿”地给长辈们解释。听完方案，长辈们决定拿

出资金让她去尝试。

“他们最初并不抱希望，认为只是一次‘交

学费’，然而营销项目目前已经进行了一年半，

确实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效果，收获了英国、

迪拜和韩国的客户，其中英国和迪拜是之前从

未涉足的国家和地区。”梁于祺称。

加入了“厂二代 GOGOGO”社群，梁于祺

也发现，大部分年轻的“厂二代”家的工厂规模

相对较小，面对飞速发展的市场，他们正在努力

守业与坚持，“不向前进，就是在倒退”。

赵伊丽家的工厂开在浙江桐庐。她的父

亲年轻时用一台机器在自己家中起步生产到

建起工厂，从生产塑料零件到专注马桶盖制

造，凭借良好的产品口碑一路发展到现在的

全国领先。

为了接班，赵伊丽出国留学重新学习了品

牌营销。她发现，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传统工厂

并没有自己的品牌，“10 年前，工厂开始为欧

洲一家大公司做马桶盖代工生产。我现在也在

考虑，即使我们做代工，也要有品牌”。这两年，

他们开始自主研发马桶盖。

“马桶盖产品核心在于阻尼器配件，掌握核

心配件制造，才能把住产品质量关。”让赵伊丽

头疼的是，在了解工厂生产的产品时，并没有多

少数字资料供她查看。“许多厂商都对自己的产

品有详细的数字化阐述和规格列表，我们什么

都没有。”

她开始为老工厂打造新“名片”。“我们生产

的产品有哪些款式和型号等，都需要重新描述，

这是进行推广的第一步，我们将其整理完毕之

后才可以进行外贸。”

这两年，赵伊丽承担起了外贸板块业务。

让她感慨的是，“即便父亲并没有外贸的理念，

但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自己。挖掘新客户确实

很困难，但通过展会等形式与潜在客户取得了

联系，就已经很好了，其他的慢慢来”。

黄希谊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业软件系统就

好比是“Apple Store”，父辈做的是 Apple 手机

的生产，“既相辅相成，又相对独立，就像‘厂

二代’与‘厂一代’之间，尽管理念上大有不同，

也需要寻找到共同的平衡点”。

同时运营着社群，让她觉得不再孤单了。

“大部分‘厂二代’接班后都从大城市来到了

工厂所在的二三线城市或乡镇，会有心理落

差，也有接班的迷茫。”在她看来，区别于“企

二代”和“餐饮二代”等，“厂二代”在负责公

司运营、产品营销的同时，更要懂生产，而传

统工厂的生产制造十分“重工”，带来的接班

难度更大了。

他们时常举办分享活动，探讨外贸、电商、

创新等大家都需要面对的难题。不过，“抱团取

暖”的同时，合作也在“厂二代”间不断开展。

“有没有做过锌镍合金工艺表面处理方案

的供应商？”“有”……黄希谊向记者展示了社

群聊天记录，“这样的需求发布与接单，每天都

在发生”。

让梁于祺惊喜的是，去年在自家工厂接待

了小型的“厂二代”参观交流，今年年初，一名

“厂二代”已经向她达成了 100 吨产品的合同，

“这样的合作也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可以向父辈

和家人反馈，上下游产业链上的大家可以互相

支持和帮助，实现合作共赢”。

“厂二代”“厂三代”向前冲

3月 9日，“沪岗行动——2024年‘乐业上海优+’春季促进就业专项行动大型招聘会暨高校毕业生择业对接会”在上海世贸商城举行，此次活动主题为“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

准服务助发展”。现场共提供岗位2.3万个，分17个招聘专区，吸引了众多高校的毕业生和年轻人纷纷前来求职。 视觉中国供图

谢冰梅在大贤村三华李基地采摘果实。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记者 胡志中

“高平是一个抓一把泥土都能渗透出文明汁

液的地方。”谈及自己的家乡，肢残青年李伟充满

了自豪感。藏在太行山脉中的山西省晋城市被誉

为“中国古建博物馆”，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72处。

2021年，李伟开始在文创行业摸索。“文创产

品能带动地方文旅的发展。”除了传播家乡的文化

之外，李伟还有一个愿望，“希望未来，我有能力搭

建一个平台，为所有的残疾人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长在阳光下

1994年，李伟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石末

乡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和他都是残障人士。

李伟所患疾病名为痉挛性截瘫。这种疾病目

前没有治愈的方式，发病机制目前也不清楚，患者

临床表现为缓慢进展的双下肢痉挛性肌无力，肌

张力增高，呈现剪刀步态。

在成长过程中，家人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从

上小学开始，奶奶每天都会给李伟两角钱。到了上

中学的年纪，父母把他送去私立学校，希望他能受

到最好的教育。

“异样的目光太多了。”李伟不是没有经历过阴

霾，但是每一次都会有朋友先一步站出来仗义执

言，他们把李伟护在身后，“帮我打回去”。

他说，有些残障人士可能生活在阳光的边缘，但

是自己不一样，“一路走来，很多人都对我很好，我如

今这么乐观开朗，是因为长在阳光下”。

李伟在随笔里写道：“此去经年，岁月荏苒，心

中的梦想一次次地在内心起跳，跳向那金光闪闪

的彼岸，一次次地碰撞发声，精神丝毫不敢怠慢。”

他想创业，“想要改变命运，实现理想”。

2012年，李伟考上了山东外国语大学，专业是

广告设计。大二圣诞节，学校兴起了卖平安果的风

潮，单个的平安果销路不畅，他和同学想了个办法，

把橙子和苹果搭在一起卖，寓意“橙心橙意祝你平

安”，一个套装 10元，几天下来，李伟挣了 3000元，

“当时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 1000元”。

初尝“商业的趣味”，创业的种子悄悄在他的

心里种下了。

2014 年，李伟大三，学校鼓励大学生创业，在

附近开辟了一条创业街，李伟想尝试，但没本金，“有

的同学的启动资金是 30万元”。他试着和父母开口，

“他们没问我要做什么项目，没问怎么盈利，直接给

了 6万元”。父母有力的支持成了他最大的动力。

一家占地 30 平方米的饰品礼物店开起来了。学校在山东日照，李

伟每半个月都要去临沂或者青岛进货，每次进 3000元的货，“少了就自己

背回来，多了就发物流”。毕业后，李伟也靠这个饰品礼物店维持着生计。

谈及这段经历，李伟说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变外向了，最开始“和女

孩说话都不敢看她们，脸红”。

返乡创业推广家乡文化

2017年，李伟的父亲脑梗住院，病情反复，三进三出医院。身为独生

子，李伟不能允许自己袖手旁观，便关了铺子，回到父亲的病床前照料。

但是回家能做什么？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想找个班儿上，李伟在高平找了几家广告公司，但都不能如愿。

他还想创业。

在超市旁边，李伟开了一家 6平方米的打印店，别家打印一张 1元，

他卖 5角钱，还推出了充值会员。当时，类似的快捷打印店在当地并不

多见，有人问他：“能加盟不？”李伟这才开始做加盟店，从高平开到了晋

城城区，最多的时候，河南也有分店。

2018年是文创行业井喷的一年，从故宫国风胶带到故宫口红，从“千

里江山图”的方巾到手表，学过广告设计专业的李伟嗅到了商机。

最开始，李伟只是为客户定制产品，把客户要求的一些元素图案印

制到马克杯上、T恤上，再到做成一套笔记本礼盒，这是李伟的文创产

品最初的样子。

“说实话，起初我对高平的历史并不了解，也没什么感情。”李伟直

言，开始做正儿八经的文创是受到了一个朋友的启发，“他最开始只是

我想‘拿下’的一个客户”。

为了拿到客户资源，李伟用过很多办法，“包括但不限于在客户常

出没的地方蹲守”。

或许是被李伟的坚持打动，这名客户决定和李伟共同做一些属于

高平的文化产品。

高平春秋时称泫氏，战国时称长平，北魏至今称高平。这里是神农

炎帝故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历史上长平之战的发生地，也

是太行太岳革命老区。

截至 2022年年末，高平市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
称“国保”）22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处。在国保单位中有四个“全

国之最”：元代姬氏民居是中国最早的木结构民间住宅建筑，开化寺壁

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彩绘图案，二郎庙金代古戏台

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戏台，宋代崇明寺中佛殿拥有中国目前唯

一的断梁结构。

高平时光文化旅游“护照”是李伟正式推广到市场上的第一款产

品，这本文旅护照上有高平市炎帝陵、开化寺、喜镇苏庄等 20 余处景

点、景区的手绘和简介，游客可以拿着护照到上面的景区景点打卡盖

章，通过打卡的方式，把景区串联起来，“不仅宣传了高平的景区，也促

进了消费”。李伟说，就连高平本地人都会拿着这本“护照”，当作教育孩

子了解家乡历史的导览册。

李伟曾听说有一名家长带孩子去革命主题景区“赵輖革命纪念馆”

打卡，打卡完成后孩子突然对母亲说：“妈妈，我长大后也要当兵。”

这本“护照”有何不同？“我们做了 52 页，几乎是最厚的文旅‘护

照’。”李伟介绍，这种厚也寓意着高平历史文化的“厚重”。

在做开化寺文旅丝巾时，李伟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开化寺内的壁

画花样，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图式，他沉醉于其中，愈发被这片土地

孕育的文化感动，他再一次强调：“高平是一个抓一把泥土都能渗透出

文明汁液的地方。”

2023年，李伟带着他的梦想和产品参加了第十届“创青春”山西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晋城礼物文创产品产研项目获得社会企业赛道初创

组三等奖。

目前，李伟的企业是高平市内唯一个体经营的文创产品研发公司。

淋过雨，便为他人撑伞

“文创是渠道，我的终极理想仍然与残障群体息息相关。”这是李伟

坚定的信念。

从 2020年开始，他在残疾人联合会的组织下，做了几场关于残障

人士的就业创业培训，“回馈帮助过自己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帮助身

边其他人”。

“现在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包容度好多了，但过去很多人都无法生活

在阳光下。”他发现，部分残障人士由于成长过程的缺失，不愿意面对社

会，也缺少独立自主生活的技能。培育他们的信心和技能，帮助他们真

正意义上社会化，是李伟的心愿。

他常接到残障青年的咨询，“如何创业”“如何就业”“哪里有

机会”……

前不久，一名残障青年的父亲找到李伟，青年左手无力，但对广告设计

很感兴趣。李伟把他招进了自己的公司，他希望能给青年一个机会。

“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离开了。”李伟感到遗憾，那个青年告诉

李伟，设计有点门槛，“但其实设计已经是最合适的工作之一了”。

李伟的微信用户名叫“努力的李伟”，在他的设想里，晋城未来一定

会有残疾人就业创业相关的协会和孵化基地，让晋城的残疾人朋友有一

个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根据地，他也将会不遗余力，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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