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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常钦

腊月二十八，记者驱车前往中牟县

狼城岗镇青谷堆村，探访返乡创业青年

李泽西。出发前，就听说了他的传奇经

历：90后的李泽西，是村里第一个留学

生，如今返乡卖起酱来，靠直播带货，不

到4年时间，愣是把奶奶的老手艺瓜豆酱

变成了网红商品，日均销售 2000单，年

产值1000多万元。

走进村口的谷堆情食品厂加工车

间，生产线上一瓶瓶瓜豆酱滚动向前，李

泽西正带着10多个乡亲忙着灌装、贴标、

发货。“还是年轻人办法多，家门口有了

新营生，带娃顾家两不误，日子越来越舒

坦。”村民李艳艳的家离车间就几百米，

经过培训上岗，一天能包装 1000多件，

月工资2000多元。

黑框眼镜、球鞋、休闲裤，李泽西穿

着干练，话音洪亮。在他的办公室里挂

着这样一张照片：烈日当空，晾晒棚里热

气蒸腾，上百人穿梭在近两万个晒酱瓦

盆间，用木勺搅动红亮的瓜豆酱。“以前

拍人像，如今把镜头对准乡村，你瞧这场

景震撼不？”李泽西说。

2016年，李泽西留学回国，最初在北

京当了两年的摄影助理，打灯光、弄造

型、摆机器，拍了上万张人像照片。“返乡

过年的时候，我拿着相机在村里拍照，发

现原来的土路变成水泥路，物流快递进

村，宽带无线覆盖，我就琢磨着这么好的

条件，要是能选准一个产业，肯定能行！”

因地制宜，看看家乡有啥优势。李

泽西想起在留学期间，每次带去奶奶做

的瓜豆酱，同学们直夸“中国小菜好

吃”。“奶奶做的瓜豆酱十里八乡都有名，

出门在外总是念着这个味儿。”看到村

里、镇里家家户户都会做瓜豆酱，李泽西

开始琢磨，如何运用新技术推动这一传

统制作技艺升级为现代产业。

他调研发现，看似家常的瓜豆酱，其

实大有门道。中牟县地处中原腹地，此

地生长的大豆、西瓜品质好，乡亲们对

“臭豆”进行改良加工，研制开发出了瓜

豆酱。李泽西说：“作为季节性产品，每

年只有三伏天的两个月时间可以制作，

精选的黄豆和西瓜，经过煮豆、裹面、捂

豆、晒酱等十余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

2019年 4月，李泽西成立了郑州酱

子食品有限公司，注册了商标，将奶奶李

素莲请来做全程技术指导。“调味酱耐储

存、食用场景多元，是农产品电商领域里

销量较好的品类之一。同时，中牟瓜豆

酱作为传统记忆，也是一种家乡味道，拍

照、剪视频是我的拿手好戏，触网卖酱、

直播带货我很有信心。”李泽西说。

为了还原老味道，李泽西在奶奶的

指导下，选用新鲜西瓜做原料，采用自然

晾晒发酵，运用下料晾晒等纯古法手工

制作。除了夏日阳光，产品配料表里，只

有大豆、西瓜、食盐，不添加任何防腐

剂。“为了让消费者放心，我们在直播时

全程展示制作流程。”李泽西坦言，“我们

就是用质量和味道去赢得市场。”

在继承中创新，用新渠道壮大产

业。为了弥补短板，李泽西开辟了线上

渠道——试水直播带货。从起初摄像、

剪辑、主播、运营一肩挑，到招聘专人在

郑州有了200多平方米的直播基地，粉丝

总量达到100万人，累计带动就业上万人

次，生产期日用工量最高达170人。

翻开公司的生产销售报表，两组数

据让人印象深刻：2019年产量1万斤，产

值40万元，长期职工5名，生产期日用工

20名；2022年产量40万斤，产值1500万

元，长期职工 40名，生产期日用工最高

170名。“县里给予低息贷款、搭建学习平

台，镇政府协调解决生产用地，新的生产

厂房、自动化设备3月份就能投入使用，

产能规模将扩大到五六十万斤，带动更

多乡亲靠手艺增收。”李泽西说。

如今，不仅瓜豆酱制作技艺获评郑州

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泽西也成为第

十代技艺传承人。采访结束时，记者在村

口碰见了78岁的李素莲。“从手艺到产业，

村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多了，人气也旺了

起来。”李素莲相信，只要撸起袖子加油

干，青谷堆肯定能变成“金谷堆”。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牛晓远

剪裁、缝纫、质检、包装……1月 30

日，正值大年初九，在舞钢市枣林镇张卜

庄村互盾箱包厂加工车间里，几十名工

人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工厂

老板郭旭亮介绍说：“这批是亚马逊的订

单，初六就开始生产了，每天能生产

1000个左右。”

今年37岁的郭旭亮，是张卜庄村村

民，此前在广东省东莞市打工。奔着先

学技术后创业的目标，他换了一个又一

个工厂。在一家箱包厂打工时，他发现

箱包是消耗品，市场前景广阔。为此，他

在这个箱包厂一干就是多年，不仅学到

了箱包加工技术，还积累了不少经营和

管理方面的经验。

“我一直有返乡办厂的想法，这样既

能照顾家人又能带动村民致富。”郭旭亮

说，2010年他回到家乡，把家里的五间

鸡舍腾出来，又盖了三间平房，买机器招

工人，开始了创业之路。由于工人技术

不过关，加上物流不畅、周转费用高等原

因，不到一年，郭旭亮就赔了20余万元。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郭旭亮于2011

年春节带着父亲和弟弟，把生产设备搬到

浙江省义乌市重新创业。这次创业，郭旭

亮获得了成功，企业也走上了良性发展之

路。2020年，他返乡创业的念头再次强

烈起来。在和生意伙伴一起考察了家乡

的营商环境之后，郭旭亮认为只要提前做

好工人的技术培训，创业成功概率很大。

2020年 10月，郭旭亮再次返乡创

业，投资200万元成立了互盾箱包有限

公司，在张卜庄村建起了占地2000余平

方米的标准化生产厂房，设立箱包加工

车间2个，吸引周边100余名乡亲就业。

因产品质量上乘，再加上客户资源

稳定，郭旭亮获得欧美十几个国家经销

商的信任，订单源源不断。郭旭亮决定

扩大生产规模。

2021年8月，郭旭亮在尚店镇红卫村

投资100多万元成立分厂。一年之后，又

在枣林镇韦庄村投资近百万元成立第二

家分厂。目前，郭旭亮的三个箱包加工厂

厂房总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共有9个

加工车间，年总产值2000万元以上，带动

35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俺家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出去打

工，有了箱包厂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每个

月两三千元哩！再说，旭亮人好，为员工

免费提供伙食，工资从不拖欠。”村民张

俊芳满足地说。

“我创业成功，家乡的营商环境是最

大的助力。对未来我很有信心，目前正

在筹建另外两个分厂和一个大型仓库，

预计今年6月底可完工投用。”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海楠

“看这草莓，个头大、色泽好，口

感也相当不错！”1月31日，从宝丰县

李庄乡沿南石线（省道）往西，约5分

钟车程，便来到翟庄村袁秀云夫妻俩

的草莓园。大棚里清香扑鼻，一颗颗

鲜红的草莓“躲藏”在茎叶间。

“俺流转了6亩地，目前有3个大

棚，采取了分批次的方式采摘，盛产

期一天能收获 100斤左右！”袁秀云

介绍说。

说话间，她的手机“丁零丁零”响

个不停。听到客户的要求，袁秀云熟

练地采摘、称重，忙得不亦乐乎。

袁秀云夫妻俩从2018年开始种

植草莓，至今已有5年时间。“当初想

过外出务工挣钱，但是父母和孩子没

人照顾。”袁秀云说，“思来想去，还是

选择了在家创业。”

2018 年，夫妻俩试种了 1 亩草

莓。由于爱学习、爱琢磨，再加上有

专家指导，夫妻俩逐渐掌握了一套

过硬的草莓种植技术。

“现在种的品种是红玉，口感

好、品质优、产量高，市场接受度

高，每亩能赚两万元左右。”袁秀云

说，“下一步，我们的销售模式，要

向观光采摘方向转变。争取把日

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白丽 王浩

“民政局干部卢俊辉是俺的大恩人啊，如果不是他，我这

条命就没了……”2月4日，提起鄢陵县民政局干部卢俊辉，彭

店镇李寨村村民李某某眼含热泪。

1月20日晚，卢俊辉带着儿子在安陵镇崔岗村汶河边散

步，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循着声音望去，发现河里有灯光

闪动，马上意识到：有车掉河里了。他一边让儿子报警，一边

脱下棉衣，跳入冰冷的汶河中向呼救者游去。经过二十多分

钟的努力，卢俊辉终于把落水的李某某救上了岸。

随后，120救护车和110警车赶到，医护人员对落水者进

行救治，警察开始调查事件的经过。此时，卢俊辉穿着湿漉漉

的衣服，领着孩子默默地离开了。

李某某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得知救他的是该县民政局干

部卢俊辉。1月31日下午，李某某来到县民政局，将一面写有

“危难之时显身手见义勇为真英雄”的锦旗送到卢俊辉手中，

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青俊 郭留艺

2月1日，看着太康县马头镇镇政府工作人员送来的表扬

信，几天前救火的场景又浮现在邢帅猛的脑海中。

今年 26岁的邢帅猛，是一名现役军人，家住杨屯村。1

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下午4时许，邢帅猛访亲归家途中路

过曹屯村村南时，看到路边的秸秆储备厂着火。

“当时浓烟滚滚，四周围满了村民。由于火势较大，没人

敢上前扑救。”邢帅猛回忆说，自己顾不上多想，迅速冲向了

火场。

据目击者郭梦飞介绍，由于当时风大，火借风势，眨眼工

夫不大的火苗蹿到了几丈高，站在几十米外就明显感到热浪

灼人。

邢帅猛一边安排群众拨打报警电话，一边组织几名年轻

力壮的村民，利用田间的浇灌井连接水管救火。很快，大火

得到了控制。经过周围群众以及随后赶来的消防队员1个多

小时的奋力扑救，大火最终被扑灭。“邢帅猛先期组织的扑

救，对有效控制火情并迅速扑灭大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大火被扑灭后，一名消防队员说。

事发后第二天，秸秆储备厂负责人带着一面锦旗来到邢

帅猛家中，向他表示感谢：“多亏你及时出手，不然损失会更

大。”说着，该负责人掏出一沓钱硬往邢帅猛手里塞，但被邢

帅猛婉言拒绝。

邢帅猛不顾危险、奋身扑火的事迹，很快传到了马头镇

镇政府。马头镇镇政府专门写信表扬，要求全镇干部群众向

其学习，并安排工作人员到邢帅猛家里进行慰问。

“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我应该做的。”面对政府的表扬和

群众的赞扬，邢帅猛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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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支部书记

帮村民找回羊群

太康县

近日，在沁阳市王召乡马铺村文化广场，村民们在表演狮子舞“双狮争绣球”，共同庆祝元宵佳节。狮子舞是该村传承近200年的
民间艺术，为沁阳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杨帆 李治齐 摄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郜敏 青俊

“伸直手臂、扎稳马步……”1月31日

一早，刘成像往常一样来到位于刘豆芽村

北的太康仙人掌武术培训中心，与50多

名学生一起练起了“八卦内套仙人掌”。

刘豆芽村是民间稀有拳种“八卦内

套仙人掌”的发源地。今年35岁的刘成，

是“八卦内套仙人掌”第五代传承人。

“‘八卦内套仙人掌’发源于清朝道光

年间，是当时的著名拳师刘文岐所创。”

刘成指着一块石碑上的刻文说，“‘八卦

内套仙人掌’手法实用多变，动作舒展迅

捷，犹如仙人临凡。”

村干部刘世峰介绍说，二十世纪八九

十年代，是该村武术发展的高峰期，村里

八成以上村民练习“八卦内套仙人掌”。

近年来，“八卦内套仙人掌”的传承

逐渐陷入低谷，此拳法慢慢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这让刘成感到不安。他暗下决

心：“老祖宗留下的拳法，一定要想办法

更好地传承下去。”

2008 年，刘成腾出家里的三间房

屋，聘请了拳师，成立武术培训中心。对

前来学习拳术的学员，刘成管他们吃住，

还为他们购买练功服等。

为挣钱补贴武术培训中心，刘成务

工更加努力了。他蹬过三轮车，在工地

搬过砖，还当过快递小哥。

2018 年，刘成拿出 100 多万元积

蓄，在村北翻盖了一处占地4亩的仙人

掌武术培训中心。

就这样，在刘成的不懈努力下，武术

培训中心规模不断扩大，前来学习的学

生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刘成在培训中

心投入的资金已达150多万元，而培训

中心已先后培训3000余人。

毛庄镇顾尧村29岁的青年高肖飞，

就是其中一位学员。高肖飞从14岁起，

每周六周日前来学习“八卦内套仙人

掌”，15年来雷打不动。

让刘成感到高兴的是，2020 年 5

月，经过申请、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

序后，“八卦内套仙人掌”被该县人民政

府列入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心里非常

激动，这更增加了我传承和保护这项技

艺的信心和决心。”刘成语气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田晓业

“走丢的17只山羊，是俺家的全部财产，多亏村党支部书记冀相

池和村民们帮俺找了回来……”2月2日，禹州市浅井镇王家门村周

金池老人看着羊圈里“失而复得”的山羊激动地说。

1月 12日下午，周金池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去山坡上放羊。

年过七旬的他，腿脚有些不灵便，在经过一段特别难走的路时，羊群

跑得没了踪影。村民们听说后，也帮着他一起寻找，可是到了天黑

也没找到。

返回家中，心情沮丧的周金池，颤抖着双手拨通了冀相池的电

话，向他寻求帮助。

“老周，别着急，一定能找到的，放心吧！”冀相池接到电话后又

惊又急，但还是用坚定的语气安慰周金池。

当天夜里，冀相池一夜未眠，想着周金池的遭遇：三年前，周金

池的大儿子因病去世，接着家里的30多只山羊丢失。村民们同情

他的遭遇，为他凑了一群羊。去年3月，他的二儿子也因急病去世

了。如今，这些山羊要是再丢，对这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说啥也得帮周金池把丢失的羊找回来。”冀相池心想。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冀相池就来到村委会，打开喇叭广播“寻

羊启事”，并通过微信群发动村民帮忙寻找。此外，冀相池还安排村

“两委”干部陪同周金池上山寻找，他自己则开着面包车沿路寻找、

打听消息。可是，两天过去了，一点音信也没有。

他们把搜寻范围拓展到与王家门村相邻的新密市几个村子

继续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羊群丢失的第三天上午，群里

有人提供了线索：新密市苟堂镇范堂沟村的张德捡到了一群山

羊。

得知消息后，冀相池迅速带着周金池赶到张德家，看到院子

里不多不少正好 17只山羊。羊群看到赶来的主人，围上去咩咩

叫个不停。张德两口子了解情况后，二话不说便把羊归还给了周

金池。

□黄红立 许金安 李德伟

电影《满江红》正在全国热映，

“豫剧+摇滚”的配乐随之火爆“出

圈”。制作配乐的音乐人中，有一位

是洛阳人樊玟璐。

樊玟璐是洛阳市伊川县人，2004

年年底参与组建斑马森林乐队。他

的原创歌曲，多次在各大网络电台和

有声杂志发表，并与黄贯中、罗大佑、

郑钧等同台演出。

一路走来一路歌。对于 40 岁

的樊玟璐来说，他的音乐成就也如

一串串音符，闪耀着光芒。2009年

发行首张 EP 唱片《伤逝》，2013 年

应邀参加第 31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摇滚演唱会，2014年发行唱片

《孙子兵法》，同年应邀担任《中国好

歌曲》洛阳赛区评委、《中国好声音》

河南赛区导师，2020 年发行单曲

《弄啥来》，2022 年参与电影《满江

红》部分配乐创作。

能与电影《满江红》结缘，樊玟璐

说他非常感谢韩红老师。2022年 5

月 21日，樊玟璐接到韩红经纪人的

电话，“当时有点‘蒙圈’，还以为是诈

骗电话，直到听见韩红老师的声音。”

原来，韩红受导演张艺谋邀请，

拟用“豫剧+摇滚”的风格为《满江红》

配乐。韩红之前关注过樊玟璐，觉得

他的作品《孙子兵法》有契合点。

摇滚和豫剧，怎么能杂糅在一

起？樊玟璐说，戏曲在演奏和演唱

上，很多用的都是 1/4拍或散拍子，

和现代音乐在节奏上有很大出入。

“在编曲过程中，和其他民乐老

师多次进行思想碰撞，最后取长补

短、互相弥补，顺利交付了 10 首作

品。”樊玟璐说，“和韩红老师之前的

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特别新颖，更容

易让观众了解和接受豫剧。”

坚持15年投入150万元

非遗传承人办武馆免费教功夫 洛阳小伙
给电影《满江红》配乐

禹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