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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特别感谢吴总，我以前在家没事干，没有目
标，经常去打麻将，家里大小事也不操心，现在在这上班之
后，跟着吴总学技术，掌握一门手艺，有目标了，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了……”今年 43 岁的吴超如今在商洛市浩盈辉
电子有限公司上班，说起现在的生活，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7 月 21 日，走进商南县城关街办金福湾社区的商洛市
浩盈辉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人埋头干活，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公司负责人吴晓波在车间查看生产情
况，不时叮嘱工人应注意的事项。

今年 42 岁的吴晓波是商南县金丝峡镇人，他 18 岁走
出社会，开始了谋生之路。2018 年 4 月，他放弃在外创业
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到家乡投资 150 万元，创办了商洛市
浩盈辉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数据传输线缆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吴晓波在商南县金丝峡镇梁家湾
村、城关街办金福湾社区和火车站移民小区分别建有生产
车间，带动 300 多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梦想，人均
年增收超过 1万元。

勤学苦练成了行家

吴晓波 1999 年高中毕业，他不甘心窝在山沟里当一
辈子农民，更不甘心过一辈子苦日子。那一年，18 岁的他
背起行囊，走向异地他乡，先后在广州、深圳、苏州等地的
电子厂务工。也许是和电子设备有一种天然的缘分，他这
一干就是 20多年。

“在厂里，只要勤劳肯干，到处都能挣到钱……”吴晓
波说，但更多的时候，为了提高技艺，他勤学苦练，不断向
别人请教，不怕脏活、累活、苦活，不断磨炼自己，突破了一
个个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晓波终于练就了一手硬本领，学
到了专业技术，开阔了视野，结交了人脉，这为他日后创业
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吴晓波手头有了积蓄，慢慢地
思考着独立创业。2016 年，他在苏州开启了人生中的第
一次创业，但因各种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他再次
南下打工，不断积累经验，时刻总结失败教训，再次创业的
念头在脑海中萌生。

然而，由于父亲去世，母亲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太好，加
之自己与妻子长期分隔两地，这些成了吴晓波心中的顾
虑。当时，他回到家乡后，看到村里的男劳动力都外出打
工，而留守妇女在送完孩子上学后，都闲了下来没事干。
如何带领这些闲置劳动力就业，让她们在兼顾家庭的同
时，又能有稳定的收入？吴晓波心中萌生了自己的梦想。

认真思考后，吴晓波毅然回到家乡，开启了他人生中
的第二次创业。

返乡建厂惠及乡亲返乡建厂惠及乡亲

2018 年 4 月，吴晓波带着在外打工积累的经验和资

金，加上商南县人社局补贴的 10 万元，在镇、村干部的帮
助下，在金丝峡镇梁家湾村移民小区成立商洛市浩盈辉电
子有限公司及其第一家社区工厂。

梁家湾社区的居民中，有一部分是从山里移民搬迁过
来的村民，没有土地，主要以外出务工为家庭收入来源，很
多留守妇女在家照顾老人，接送孩子上学，时间上有限制，
所以没法正常上班，也就没有收入。面对这些状况，吴晓
波开启人性化管理模式，实行流水线作业，让员工自己协
商上下班时间，星期天也会给她们放一天假，让她们自由
安排。这样既可以照顾家庭，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补贴家
用，村民彼此间有困难相互帮助、相互鼓励。

吴晓波说：“这些工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想找到合适
的工作不容易。她们在这里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只要不
低于目标任务，每天上班 9 个小时，她们可视情况而定，比
较随性。为了鼓励员工，我们过节都会给员工发福利，干
得时间长的，底薪也会随之增多。这样下来，员工干得就
越来越有动力，也能留住更多的优秀员工。”

公司创办之初，吴晓波既是老板，又是一线员工，事事
亲力亲为，找厂房、招员工、购设备、搞培训、办手续……

面对农村留守妇女和老人居多、技能学习能力差的实
际，吴晓波就自己买材料，一对一地免费培训村民，直到人
人都能够熟练操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厂效益不好，收入甚微，但是吴
晓波坚持不拖欠员工一分钱，四处奔波，到处借钱，按时结
清每一位员工的工资，这让员工们深受感动。

工人张教芳说：“我是从工厂建立初期就在这里上班，
吴总是个好老板，处处为我们着想。疫情期间，工厂没效
益，但是他从来没有拖欠我们一分钱，只要厂子在，我就会
一直干下去的。”

复工复产后，吴晓波积极南下北上，到处联系订单、参
观学习，不断改造提升生产工艺，持续增加流水线、新产
品。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吴晓波的公司逐步发展壮大，
社区工厂从一家发展到三家，员工由原来的 20 多人发展
到现在的 300多人，产品远销广东、越南、泰国等地。

践行公益反哺社会

“这些年，特别感谢吴总，要不是他的帮忙，我的日子
早就过不下去了。”金丝峡镇寺湾村村民丁国平激动地说，

“现在在自家门口，每个月也能挣到 2000多块钱。”
多年前，丁国平在外地一矿上务工，后来由于受伤导

致双腿残疾，生活不便。他家中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幼
的孩子，经济十分困难。吴晓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
丁国平家，向他介绍了社区工厂的业务主要是做数据线加
工，计件付薪酬，都是手上活，在家就可以完成，还可以提
供上岗培训。丁国平听后十分高兴。就这样，日复一日，
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吴晓波都会派出业务人员，按时往返
于丁国平家里送去原材料、取回加工的产品。如今，有了
工作的丁国平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吴晓波说：“丁国平特别能吃苦，虽然双腿行动不便，
还有轻微的色盲，我们这个活对颜色分辨要清楚，所以他
学起来特别吃力。好在他没有放弃，很快就学会了，而且
活做得又快又好。虽然每次往返路途遥远，给他送取货还
不够油费，但是只要他对生活充满希望，能坚强勇敢地走
下去，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每一个社区工厂的建立，都会帮助解决附近居民就业
难题。目前，商洛市浩盈辉电子有限公司带动农户就业
300 多人，其中长期在厂里上班、稳定就业的有 100 多人，
人均月收入在 1600 元至 2600 元不等；在家里就业的农户
有 200 多人，主要是在家带孩子的留守妇女和老人领产品
回家做手工半成品，人均月收入 600 元至 1400 元不等，这
些人分布在过风楼镇、湘河镇、金丝峡镇等地。

金福湾社区工厂负责人晏科说：“我们吴总在工作上
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强，始终都有一股干事创业的劲，带领
我们向前冲。在生活上，他平易近人，不摆架
子，经常关心员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

吴晓波致富不忘回报社会，他经常说：“我
是一个农村人，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祖辈人的纯
朴善良，我不敢也不能忘本。”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吴晓波遇到了
巨大困难，但吴晓波还是积极组织员工做好
自我防护，为每名员工送去急需的口罩、消毒
液等防疫物品。同时，他积极参与梁家湾村

卡点值守，并捐赠方便面、火腿肠等物资。2018 年 7 月，
他向金丝峡镇爱心超市捐款 2000 元；2020 年 2 月，他向
梁家湾村捐款 1500 元；2022 年 1 月，他向城关街办商会
捐款 3000 元……

一路走来，吴晓波感言：“人要有目标，有了目标就要
努力去实现，只要勤奋、务实，专注、用心做好一件事，肯定
会成功的。”

面对未来，吴晓波的眼光更加长远，他决心把辛苦创
办起来的企业做大做强，要建设标准化厂房。他更大的愿
望是将社区工厂辐射到商南县的各个镇办，用行动带动更
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领父老乡亲踏上共同富裕之路。

能人返乡创业带动乡亲就业能人返乡创业带动乡亲就业
本报通讯员 李 潇

吴晓波在社区工厂吴晓波在社区工厂
指导工人加工产品指导工人加工产品

村民就近就业村民就近就业，，
挣钱顾家两不误挣钱顾家两不误。。

本报讯 （通讯员 梅林海）今年以来，柞水县聚焦农户
与集体、集体与公司、公司与农户之间宅基地收益分配难等
问题，通过规范流转程序、委托第三方管理等模式，实现宅基
地收益最大化、分配合理化。

柞水县制定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宅
基地流转的对象、条件、方式和程序，消除了宅基地流转的制
度障碍，极大方便了社会企业、返乡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及其
成员通过租赁、联营、入股等形式流转盘活闲置房屋和宅基
地。为发挥出农村宅基地的最大经济效益，县上创新推出宅

基地收益“托管”模式，委托第三方运营公司对盘活的闲置房
屋和宅基地统一管理运营。结合实际，县上创新推行了“一
项制度管理、三种模式分配”制度，即将宅基地收益纳入村集
体经济财务管理制度，按农户、村集体 8∶2的比例进行分配；
对闲置民房开发收益，按企业、村集体 7∶3的比例进行分配；
对集体所获收益，按照 5∶3∶2 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 50%按
照集体内部股权配置进行分红、30%用作发展基金、20%用
于乡村公共事业或帮扶弱势群体，初步形式了宅基地收益合
理化分配机制。

柞水破解农村宅基地收益分配难题

群山环抱，草木葱茏，鲜花斗艳。行走在商
州区麻街镇自愿村的卧佛山下，空气中弥漫着一
缕缕蜜香，沁人心脾，让人陶醉。

“吃蜜一定要吃原蜜，一般的蜂蜜波美度在
38度至42度之间。我们麻街镇产的土蜂蜜，波美
度甚至能达到 43度……”沿着伸向卧佛山深处的
小路刚走几步，就听见一村民洪亮的说话声。

在一处由简易帐篷搭建的直播棚里，41 岁
的村民周军锋正通过直播，热情洋溢地向粉丝介
绍蜂蜜生产过程。在他的直播间，一群群蜜蜂飞
来飞去，嗡嗡声不断。周军锋现采现装的蜂蜜，
吸引了不少粉丝下单购买。

早年间，周军锋从大山走出去，成人大专毕
业后，在一家电视台做过灯光师，在工地当过工
程师……一次偶然机会，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发
现 了 养 蜂 的 商 机 ，于 2017 年 开 启 养 蜂 之 路 。
2020 年，周军锋回到麻街镇养起了土蜂，并通过

“直播带货”的形式，向消费者和客商推荐原生态
土蜂蜜。

如今，经过两年的沉淀，在快手直播平台，周
军锋已经拥有 50 多万名粉丝，直播销售蜂蜜

500多万元。
“现在，我们拥有两个合作社，分别是商山君

和卧佛山，有蜜蜂 4000 多箱，并带动 40 多人就
业。”周军锋骄傲地说。

说起周军锋在自愿村的创业路，不得不提自
愿村党支部书记郭永锋。

郭永锋是一名退伍军人，2021 年，正值村
“两委”换届和商州区提出“迎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行动。善思考、有冲劲、敢作为的郭永峰被大
家推举为村干部。不久，郭永锋回到家乡扎根，
后来担任了自愿村党支部书记。

刚上任时，面对村集体经济贫困落后的局
面，郭永锋和镇包村干部王朝相深知：乡村要振
兴，产业必振兴。那段时间，几乎每天他们都早
早起床，访群众、察民情、找思路。很多时候一天
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看着
村里产业慢慢地发展壮大，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是正确的。”郭永锋说。

王朝相认为，自愿村人口老龄化严重，缺乏人
才。“想办法把人才引进来，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致
富带头人，大力发展产业，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今年年初，自愿村借助全市实施“三百四
千”工程奋力赶超行动东风，积极谋划产业。郭
永锋主动联系周军锋，经过几次实地查看环境
后，周军锋在自愿村建立了中华蜂养殖基地，并
联合齐塬村成立麻街镇卧佛山中华蜂养殖基
地。目前，卧佛山中华蜂养殖基地发展了 1000
多箱蜂。

如今，自愿村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同时，大力改善人居环境，深入推进秦岭山水乡
村建设，让村民活在风景中、住在幸福里、走在致
富路上。

“未来，我们计划联合更多的村在麻街镇养
殖中华蜂 5000 箱以上，进一步提高群众收入，壮
大村集体经济。”王朝相说。

养殖中华蜂拓宽了自愿村村民的增收渠道，
也给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目前，卧佛山凉水泉
民宿康养中心已立项，正在进行规划设计。未
来，我们还将在卧佛山下统一规划一批高端民
俗，用原汁原味的秦岭风光，吸引游客前来游玩
观光，让旅游业成为群众增收的新渠道。”王朝相
信心满满地说。

酿得一口好蜜 带富一方乡亲
本报记者 白志鑫

周军锋查看产蜜情况周军锋查看产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