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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客服售后都是村民
王云通带着大伙儿直播卖货赚钱

驻村书记

不觉春已逝，转眼浅夏始。5月5

日，踏着青石板路，记者一行来到了

孟州市西虢镇莫沟村的何家大院，穿

过古色古香的小院便见到了它的主

人——谢静。

“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天天

满房，用餐加上住宿，共接待游客500

多人次。”身着粉红色新中式棉麻盘扣

小衫的谢静，面带笑容地向记者介绍。

走进会客室，谢静拿出一本相

册，指着一张张照片，开始娓娓讲述

自己的创业故事。

2016年年初，在外经营服装生意

的谢静不顾家人反对，和丈夫做了一

个决定：回老家莫沟创业。返乡后，

她见家乡独具特色的窑洞大有开拓

空间，就先把自己家当成一个试点发

展民宿，取名“苗家小院”。

以前的莫沟，破窑洞遍布，产业

基础薄弱、群众增收困难，曾计划整

村搬迁。在家乡就能安居乐业，是莫

沟年轻人过去所不敢想的。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莫沟

营造了良好的人居环境，并借此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守住了当地的窑洞特

色，村民也吃上了旅游饭，实现了美

丽“蝶变”。

在莫沟的发展中，谢静是最有拼

劲、最爱钻研的年轻人之一，她不仅

要在村里开民宿，还想长长久久地经

营下去。

渐渐地，“苗家小院”已经不能满

足客人对高端民宿的需求了。于是，

2019年 9月 1日，她盘下了村里何家

祖上留下的院落，按照民宿标准对其

进行升级改造，并命名为何家大院。

因这个院落保留非常完整，在修复和

重建的过程中，谢静特意保留了民国

建筑的形态，同时融入了现代都市人

的生活美学。

何家大院坐落在崖壁上，老窑洞

的外表下隐藏着现代建筑，环绕着院

中的一棵大槐树，形成了错落有致的

庭院布局。作为中国传统民居重要

组成部分的影壁，在这里得以充分展

现；青瓦做成的屋顶，形成美丽的天

际线；屋顶的瓦当、滴水和屋脊兽，雕

琢精美。

“窑洞本身冬暖夏凉，我们还安

装了新风系统，确保了空气的新鲜，

给予游客最好的体验。”走进几间

乡土味十足但巧妙融入现代化设

施的窑洞客房，谢静介绍了这里的

特色。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来老

家莫沟，就住窑洞民宿”的口号逐

渐有了名气，体验窑洞民宿渐渐成

为大家的旅游新风尚。趁着这阵

东风，谢静又做起了网络营销，既

宣传何家大院，又宣传莫沟村，就

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莫沟村、走进

何家大院。

2020年 5月，谢静又继续扩大

规模，经营起了杏园民宿，邀请设

计团队装潢了窑洞餐厅，建起了茶

室，接待能力进一步提升。

经过多年经营，她的窑洞民宿

做得有声有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我这回主要是去洛阳出差

的，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何家大院

环境优美、客人评价很高，便选择

到这里体验窑洞民宿。”在何家大

院，来自山东济南的客人李彬，喝

着当地产的野菊花茶，很是惬意。

在2021年举办的“凤归中原”返

乡创业大赛中，谢静获得了“乡村振

兴组”优秀奖，她的民宿被评为“焦作

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项目”。

2023年，何家大院被评定为“河南省

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和

“河南省四星级乡村旅游民宿”。

将破败的窑洞改造成古典雅

致的民宿，谢静的细心周到、以诚

待人功不可没。

在何家大院，谢静偶尔也会下

厨为客人准备食物，在遇到素食主

义与易过敏体质的客人时同样也

做到最好。空闲时间，她努力自学

摄影技术，有时客人看到动心的风

景，她就准备好服装道具，免费帮

客人拍照。

经营民宿，免不了会有客人遗

忘贵重物品，为了保障顾客权益，

她总是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失主，及

时通过快递等方式将物品归还。

正是这种以诚待人的经营理

念，为谢静赢得了一大拨回头客。

她说：“我们经营民宿，要尽最大诚

意和能力，用心用情去服务来到这

里的每一位客人。”

有一次，几位外地游客在民宿

附近拍摄短视频，看到她在民宿

里，便前去询问是否可以帮忙化

妆。谢静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不仅

免费帮助她们化了妆，还提供了民

宿内的拍摄场地。

“她们虽然不是我的客人，但

她们也是在宣传我的家乡莫沟，帮

忙是应该的。”对于这些请求，谢静

十分乐意伸出援手。

“八年的民宿经营，仿佛只是

一瞬间，也是创业路上的一个起

点，我要坚定走下去，把民宿做得

更好。”谈及未来，谢静还有更多的

憧憬。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李金喜 张宇

“张书记帮俺卖了苍术，让俺

多收入了 7000多块钱。”4月 26

日，正在地头忙活的庞天良，见到

记者便夸赞道。

庞天良口中的张书记，指

的是西峡县纪委派驻丁河镇北

峪村的第一书记张智科。2022

年 10 月，到北峪驻村时，张智

科 33 岁。他平日走路慢悠悠、

话语不多，但办起事儿来却雷

厉风行。

刚驻村时，张智科有了心事

儿。“村里来个胖干部，我看是来

‘镀金’的。”群众的话传到张智科

耳朵里，他心里五味杂陈。

“驻村真不是个好应付的活

儿。”深夜，月光映照住室，张智科

彻夜难眠。

“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只要肯

干就会大有作为。”清晨，张智科

打足了精神、下定了决心：要在村

里干一番事儿。

找村支书谈想法、找党员听

意见、找群众问需求、找能人出主

意……不到一个月时间，张智科

走遍了家家户户，经过排查摸底、

了解村情，他心里有了底。

群 众 需 求 是 工 作 的 突 破

点。村里 70岁的五保户王中林

是个老党员，性子耿直，平时有

困难不愿说，怕给村里添麻烦。

2023 年夏季雨多，王中林的土

木房有点儿漏雨。张智科知道

后，派人给安装了彩钢瓦。事

后，王中林深感内疚，原来用于

修缮的 3000元是张智科自掏腰

包出的钱。

为了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

张智科每年两次组织镇卫生院医

生到村义诊。张奶奶住得比较

远，腿脚也不便，每次义诊，张智

科都要开车接送。“他就像俺亲孙

子！”张奶奶常说。

“张书记帮群众的事儿还多

着哩。”听到群众议论，张智科开

心地笑了。

群众“钱景”是工作的根本点。北峪村有 17个小

组，640户 2301人，群众仅靠耕地谋出路，但荒坡荒山

面积大，“经济上山”才有好“钱景”。

发展思路确定后，张智科马不停蹄地召开村“两委”

会议、党员大会、群众代表会，统一思想，制定产业发展

规划。

2023年，4000亩荒山整治工程破土动工，张智科

成了“技术员”“监督员”，整日待在施工现场。

随后，张智科又组织村“两委”班子、群众代表，到山

西省绛县和陕西省商南县、柞水县，考察连翘、五味子等

中药材种植，为该村发展新产业做好准备。

目前，行走在北峪村集中连片产业基地，3000亩白

皮松披着绿装、1000亩连翘吐出新绿。随着“公司+基

地+村集体+农户”利益联结合同的签订，张智科终于可

以睡个安稳觉了。

从开始驻村到现在，张智科整整瘦掉五十斤，却让

村里的产业有了大发展。“瘦了张书记，富了北峪百姓。”

当地群众打趣说。

如今，村里一组到四组滨河路、六组到九组生产

路还要硬化，张智科又在到处奔波，忙得像个打转的

陀螺……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张栋察 谭天

“这款音响，采用先进的音频处理

技术，无论是高音、低音，还是环绕声、

混响，都能清晰传递。”“这款便携式音

响，适用于多种场合，可通过蓝牙连接、

有线连接等多种方式，对音量音效、播

放模式等进行控制。”4月27日，在方城

县云通乐公司，带货达人正娴熟地介绍

产品。

方城县袁店回族乡姜庄村村民王

云通，从事音响销售已有 16 年时间。

从摆地摊到直播带货，他将“云通乐”音

响销售到全国各地，带领村民们过上了

“向往的生活”。

2022年年初，王云通租赁姜庄村

的闲置校舍，注册成立云通乐公司，并

依托袁店回族乡政府的“新农人”计划，

培养本土主播。

每天早上6点多，忙完全国各地客

户的货物寄送后，王云通就带着村里的

主播们开播。

严把产品质量关、精心打磨短视

频，评论区留言的客人越来越多，回头

客也在增加，尝到直播甜头的王云通底

气越来越足。

为了方便客户选购，王云通不断创

新拍摄形式、剪辑方式，让客户清晰了

解音响的性能和性价比。

如今，方城县云通乐公司从一台电

脑、两名人员，发展到拥有八名主播和

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吸纳附近 20名

群众就业。

“当前，直播带货更加注重主播的

专业性、产品质量和供应链。只有在这

些方面下足了功夫，才能可持续地开展

直播带货业务。”王云通介绍说。

家住袁店回族乡袁店街的秦红存，

已上岗 3个多月，前期经过老带新、现

场学等，现在直播工作已经游刃有余。

“在直播间，开场要与老粉、新粉进

行互动，提高亲密度和关注度。接着，

把我们的产品推出来，介绍音响的硬件

配置、使用方法等。同时，关注粉丝的

需求，提出合理的参考建议，打消他们

的顾虑。”谈起直播带货，秦红存如数

家珍。

“年龄大了干不了重活，这两年村

里直播带货火了，我们的活儿也跟着来

了，到云通乐公司配货、打包，每月也能

挣两千多元。”59岁的袁店回族乡四里

营村村民姬瑞达说。

2022年，返乡大学生程铭应聘到

云通乐公司，从事后台管理工作，月薪

三四千元。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加

持，程铭对电商售后有着更深入的见

解。她认为，线上销售的核心问题是售

后，因此需要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才

能促进直播带货的长远发展。

一方小院，一片天地。王云通和云

通乐公司带领越来越多的群众走进直

播间，探索出了一套“企业直播、村民带

货、销售配送、收入分成”的全链条电商

发展模式，把电商“流量”变成发展“能

量”，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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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鸿雨

4月 30日，在位于郏县茨芭镇竹园

沟村的兆卿箱包公司内，70 余名工人

正在流水线上紧张地忙碌着，裁剪布

匹、缝制接头、固定拉链、检验质量、打

捆包装……

“我在这儿干五六年了，老板安排的

活是裁样，工作轻松累不着，一个月能挣

一千七八，中午伙食也不错。”村民王改

一边装拉头，一边笑着说。

王改口中的老板名叫张中锋，今年

61岁，以前干过劳务输出，带过工人四处

修路，足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16年

年底，村干部找到他，希望他能在家乡

办厂，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考虑到既能

照顾一家老小、又能带动乡亲增收，他

就同意了。

2017年 8月，张中锋经朋友介绍，到

浙江省义乌市考察箱包产业，发现代加

工有市场，便当即决定办厂：投资20万元

建成车间，并与浙江省一家箱包企业签

订代加工生产合同，主要生产购物袋、收

纳盒、工具包、保温包等。

经过三四年的合作，张中锋的生意

越做越好，即使在疫情防控期间，订单也

保持稳定。2023年年底，他又投资30余

万元扩大生产规模，目前已扩大到4个车

间、近百个工位，能容纳近百人务工。

“我们按件计费，不同工序价格不

等，箱包缝制工序相对高些，熟练工一天

能加工800多件，每件0.24元，一天能挣

200元左右。”张中锋说。

“我年纪大了，外出务工没人用，在

这里一个月还能挣 3000多元。我儿媳

妇也在这儿，俺俩一个月能挣 7000 多

元。”正在操作切割机的建档立卡脱贫户

张怀钦说，在张中锋的帮扶下，该村40余

个家庭通过在这里务工脱了贫致了富。

“现在工人都熟练了，活儿做得也精

致，一天可生产箱包3000多个。保持好

现状就好，让大家在这里实现致富梦。”

谈及未来，张中锋笑着说。

□本报记者 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通讯员 闫鹏亮 张增峰

“我选择返乡创业，是为了拉长家乡

农产品的产业链条，帮助乡亲们增收。”

5月4日，在位于民权县双塔镇工业园区

的攀祥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留攀介

绍说。

回顾创业路，徐留攀感慨颇多：“虽

然辛苦，但是提高了乡亲们种花生的收

益，俺心里舒坦。”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022年，乡亲们卖给收购商的花生干果，

每斤价格4.2元。他则按每斤4.5元的价

格收购，按亩产花生干果700斤来计算，

乡亲们每亩增收210元。仅收购花生干

果一项，就使全镇 5万亩花生增收 1000

余万元。

今年33岁的徐留攀，是双塔镇瓦屋

营村人。17岁时，他到郑州市从事建筑

行业，经过几年艰苦打拼，积累了第一桶

金。2012年，他南下浙江省永康市，在那

里成立了留攀粮油农产品批发公司。在

经营粮油期间，徐留攀经常给油料加工

企业供应原料。慢慢地，他发现卖加工

后的产品，要比卖原料更赚钱。

2022年春节，徐留攀在返乡探亲时

发现，收购商收购花生干果价格较低，每

斤只有4元左右。于是，他就萌生了返乡

开办油料加工企业、让利收购乡亲花生

干果的念头。

说干就干。2022年 7月，徐留攀在

镇政府的支持下，购买了一处闲置工厂，

成立了攀祥食品有限公司，又投入 700

多万元改造车间、引进自动化生产线。

当年 11 月，攀祥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安排了 20余名当地群众就业，主要

从事麻辣花生、花生碎、花生蛋白等产品

的生产。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满

意的工作。”该镇黄寨村35岁的黄中原高

兴地说，“眼下，我每月工资四五千元，比

外出打工强多了。”

此外，徐留攀还在 2022年捐资 100

多万元，把瓦屋营村一条2公里长的泥泞

小路修成了笔直宽阔的水泥路。采访

中，他的手机多次响起，联系瓦屋营小学

的翻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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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杞县五里河镇潘屯村农民正在采摘樱桃。
近年来，该村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发展优质高
效特色农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银忠 摄

▲谢静在打理窑洞民宿

屋顶的瓦当、滴水和屋脊兽雕琢精美 中国传统民居重要组成部分——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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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胡译丹

“换了谁都会去救的，更何况我是一名党员。”5月2

日，提及近期被授予“信阳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孙勇说。

今年53岁的孙勇，是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息县

供水公司）的一名员工。尽管时隔三年，再次回忆起当

天的场景，孙勇说：“后怕，但不后悔。要是下次遇上，我

还是会救。”

2021年 6月 1日，孙勇吃过晚饭，和朋友一起到息

县龙湖公园散步。他突然听到一声惊呼：“快救人，有人

掉到水里了！”孙勇转头望去，看见一个人正在水中挣

扎，只有头部露出水面，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可能，情况十

分危急。

来不及多想，孙勇纵身跃入水中，游到近处才发现，

原来落水的有两个人，一个离岸边有五六米远，另一个

离岸边有八九米远。

孙勇的第一想法是，先救离他最近的中年女子。于

是，他快速游了过去，一把抓住女子，奋力向岸边游去。

将女子救上岸后，孙勇又迅速跳入水中，努力向另一个

落水者游去。另一个落水者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惊

慌不已的她已经呛了好几口水。此时，孙勇已体力不

支，但他还是奋力游到小姑娘身边，将小姑娘救上了岸。

由于施救及时，落水的母女俩只是呛了些水，身体

并无大碍。就在热心群众纷纷上前帮助母女俩时，浑身

湿漉漉的孙勇悄悄离开了现场。

“勇救母女俩，老乡好样的！”孙勇救人的事迹传开，

当地群众纷纷为他点赞。

对于群众的点赞，孙勇却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只

想着赶紧救人，也顾不得害怕，下意识地就跳了下去，看

到她们平安我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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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救落水母女的他，回想起当日场景称

“后怕，但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