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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媒体记者走进

文新公司参观考察

本报讯（记者孟磊）时值“五
四”青年节，信阳媒体记者走进我市
著名茶叶企业———信阳文新茶叶有
限公司参观考察，了解该公司发展历
程和管理经验。

在文新茶叶科技园，公司董事长
刘文新向来访的记者全面介绍了该公
司的发展情况。据介绍，信阳文新茶叶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加工、销售、

科研、茶文化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在全省率先实现茶
叶加工的绿色化、产业化、工业化和标
准化生产，被评为“全国青年文明号”

“

AAAA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连续
6

年被评为“全国茶叶行业百强”。

刘文新告诉记者，公司能有今天
长足的发展，一方面靠的是党的好政
策，一方面就是因为在文新公司党支
部的培养和关心下， 以党建带团建，

以团建促党建，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年轻人， 使他们敢想敢干，勇
于拼搏，不断成长进步，在岗位上展
现了自己的青春风采。

随后，记者们参观了文新公司的
茶山茶园

,

。刘文新最后说，希望通过
媒体将文新企业的好声音传播出去，

树立好形象，传播正能量，既能促进
文新公司实现快速良好发展，还能为
推动我市茶产业的不断发展贡献出
自己的青春力量。

创新促创业 创业带就业

———市青年网络创业孵化中心发展侧记

“传统方式的就业当然重要，创
业也是就业的一种。”

5

月
3

日，市青年
网络创业孵化中心主任陈凯对记者
说，“青年创业初期更需要社会关注，

因为他们社会阅历不足、 起点不高，

也更需要帮扶。”

2014

年起，陈凯开始致力于为青
年群体解决网络创业过程中的技能、

资金、项目、场地、网货、政策等问题。

一年多的时间， 发展团队成员
40

多
人，有

23

人成功创业。

今年
25

岁的张天翼，前年大学毕
业时也面临了和几百万大学毕业生
一样的困境———就业难。他走进了青
年网络创业孵化中心，开办了一家广
告公司。

“这里免费为我提供办公室和一
些办公设备，做电子商务，我连电脑
都不用买。”张天翼说，“如果需要，中
心还有机会支持启动资金。”

白手起家的张天翼开起了自己
的广告公司，凭着辛苦运营，他很快
拿下百家连锁超市门头设计的业务，

他和他的小团队兴奋不已。

陈凯说：“像他这种就可以说是
创业成功了。有了业务，一步步开始
发展壮大， 开始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重要的是他们将有能力走出网创中
心的扶助，去影响和带动其他的青年
创业。”

初创的公司在网创中心慢慢孵
化，经营稳定孵化成型的公司就要离
开网创中心， 既为后来者让出位置，

也为不断成长接受考验，适应正常的
社会竞争。

聚鹰科技是一家专门从事网站
建设、 移动端

APP

开发和微信运营

的公司， 今年
29

岁的公司创始人杨
桢，

18

岁从军在部队呆了八年，

2013

年退伍后几经择业最终走上创业的
道路。

“创业难！启动资金、办公场所、

技能和人才都是大问题，很多时候先
就栽在这些方面。” 杨桢说，“租个标
间办公一年的房租也在一万多，创业
前期肯定需要业内人或者懂行的人
的帮助， 一起去把这个公司做起来，

但是刚创业的小公司根本没有吸引
力。”

入驻网创中心以后，半年多的孵
化和经营， 公司各项业务发展迅速，

团队也从最初的
6

人发展到
15

人，一
年下来营业收入突破百万，杨桢也主
动地走出了网创中心。

回忆起在网创中心的岁月，杨桢
充满着感激：“这里为我提供项目、场
所和人才培训， 解决了我的后顾之
忧。今天能从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走出
来，真的非常感激那个地方。”

今天的信阳青年网络创业孵化
中心已有了“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
企业”“信阳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信阳市电商协会会长单位”“信阳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信阳市青年文
明号”等诸多荣誉。就在记者采访陈
凯的时候， 他还匆忙地要去参加第
二天的颁奖座谈，

2016

年青年节他
本人被评为“信阳市十大杰出（优
秀）青年”。

陈凯说：“孵化意义上的网创中
心，已形成‘政府引导、协会承办、企
业运营、公益为主’的有效模式。当下
的工作重心已由孵化企业向电商技
能培训和人才培育转变，有了技能有
了人才，青年人创业的孵化周期就大
大缩短。”

风雨创业路 心血铸辉煌

———记潢川县方正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胡星

2010

年
２

月，他毅然辞去大学
辅导员的工作，回乡自主创业。五
年来， 他带领潢川县方正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社员们流转土地

３０００

余亩， 从事反季节无公害果蔬种
植，食用菌生产与初加工，经济花
木种植，农技推广，农特产品电子
商务等， 使潢川县方正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为全省规模较大， 效益
较好的合作社之一。

２０１１

年，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
到潢川县调研时专门听取他的汇
报， 并鼓励他回乡创业是一条很
好的路子，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个志愿返乡创业并受到时
任省委书记充分肯定的年轻人，

就是潢川县方正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胡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胡星从郑州大学
音乐学院毕业了， 因有大学期间
良好的成绩和优异的表现， 胡星
一毕业就留校做了一名高校辅导
员。在大学当一名老师，这是一份
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但胡星并没
有那么看重，而回报家乡这几个字
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恰逢当时
国家号召广大青年学子回乡自主
创业，推进新农村农业产业化改革
和美丽乡村建设， 为此他怦然心
动。他觉得他人生的舞台就应该在
家乡的农村，他有责任和能力带领
家乡的百姓共同致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胡星辞职回到家
乡，带动农户种植反季节、无公害
果蔬。 他借鉴“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的科学经营模式，以合作社为
依托，加快土地流转，扩大合作社
规模， 引导失地农民到合作社就

业； 打造高效农业， 促进产业升
级， 加快和加大特色农业的发展
和壮大。五年来，合作社依托本地
良好农业生态环境，坚持基地化、

市场化、品牌化、生态化为发展方
向，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发展壮大
了食用菌项目。 方正合作社利用
合作社的技术优势， 配合农户多
年来的种植经验，因地制宜，开发
新型和稳高产食用菌技术， 不仅
提高了食用菌的附加值， 而且使
食用菌产品成功进入信阳沃尔
玛、新玛特、西亚、百佳、人人购物
广场等超市， 实际性达到了农超
对接。 合作社的果蔬产品除供应
本县及周边县区外， 还成功打入
阜阳、 六安等省外市场。 截至目
前， 方正合作社拥有果蔬基地三
个、苗木基地两个、食用菌基地三
个、 农药和良种销售及农技推广

门市部一个、 高产粮食核心区两
个，所生产的反季节果蔬、食用菌
成功注册“菁川果蔬”“菌子健”商
标。

2015

年年产值突破
2000

万元，

纯收入达到
1200

万元， 社员人均
收入增长

10000

元。

胡星也先后荣获河南省科普
宣传先进个人、 第

16

届河南青年
五四奖章、全国青年致富带头人、

全国大学生“创青春” 创业金奖
等殊荣。

谈到这几年的创业感受，胡
星告诉记者， 他始终感谢大学时
导师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在
城市有一个机遇，

100

个大学生都
能看得见； 在农村

100

个机遇，只
有一个大学生看得见。 年轻人就
要凭着岁月赐予他们的年轻臂膀
和满腔热情， 全身心地投入到自
己所追求的事业中去， 在奉献中
完善自己的生命， 在奉献中实现
人生的价值！”

青春放飞理想 智慧铸就辉煌

———记罗山县灵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易明宇

他曾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他嫌那份工作太平淡， 于是他
放弃了那份轻松的工作， 选择了
自己创业。几年来，他用青春的朝
气， 创造了信阳茶界一个又一个
奇迹：他和他的团队研发的“仙灵
牌” 绿茶在中国信阳茶文化节上
屡获大奖，成为河南省十大名茶；

2010

年，他研制的“仙灵牌”信阳
红一举夺得第四届中国（郑州）国
际茶博会金奖、茶王两项桂冠。

这个不甘平庸的年轻人就是

罗山县灵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易明宇，是“中原茶人”、罗山
县优秀民营企业家、 罗山县灵山
茶叶专业合作社社长、 罗山县周
党镇茶叶协会理事长， 是一个执
掌着几万亩生态示范茶园的年轻
“茶场地主”。他，用“德”与“诚”在
这片茶山相连、风生水起的地方，

演绎着茶如人生的故事。

荒坡之上植仙叶
易明宇是土生土长的罗山县

周党镇人， 高中毕业后曾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侦察部队

服役， 退伍后分配到罗山县公路
局工作， 这是一份让同乡和同龄
朋友羡慕的工作。 但他看到周党
镇是信阳毛尖的主产区， 但茶叶
的种植和茶产业的发展都远远落
后于其他乡镇。 思维敏捷的易明
宇从中嗅到了商机。于是，他辞去
工作，回到家乡，流转土地，种植
茶叶。 他果敢地承包了该镇上万
亩高岭荒山，种植茶苗，成为当时
罗山县大手笔买山种茶第一人。

他多次现场勘察， 跑遍了家
乡大大小小的山林山场。 为了达
到茶园的设计要求和抢种时间，

在开发茶园的日日夜夜里， 他和
工人们同吃同住， 一干就是一个
多月不下山。

2006

年，在企业扩大
茶园种植面积、开辟茶山期间，他
曾两天两夜未合眼， 在挖掘机上
一站就是四天！茶苗栽种季节，阴
雨连连， 易明宇和工人们冒雨抢
种茶苗，连饭都顾不上吃，茶园的
工人们也都说“年轻人能吃这种
苦确实少见”。 历经一番寒彻骨，

换得茶园扑鼻香。 在易明宇的坚
持不懈和苦心经营下， 早期开发
的
8000

亩有机生态茶园如今已进
入盛产期，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目前， 公司茶叶销售通过网
络遍布全国各地。“仙灵” 牌茶叶
因品质好、价格优，深受消费者喜
爱。此外，罗山县灵山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与浙江大学茶奕宝茶叶科
技有限公司联营， 开发生产了茶
多酚、超粉茶粉、袋茶等新产品，

填补了信阳乃至河南茶产业领域
的空白， 大大增强了信阳茶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

茶山之间筑品质
2010

年年底， 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经过多番实地考察，易明宇
在罗山县周党镇再挥重笔， 征得
周党镇路征地

37

亩，重建厂房，引
进先进制茶设备； 在县城工业园
区征地

30

余亩新建精品加工厂，

从而成为当地第一个征地投资茶
产业的实干家。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为
适应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 易明
宇严格按照有机茶园的管理标
准，修剪、精耕除杂，不使用任何
肥料，不打农药，使茶叶在自然界
纯天然生长， 在源头上确保茶叶
品质更佳。在茶叶炒制上，既积极
应用先进技术， 又继承和发扬传
统制茶工艺。 炒制的茶叶外形匀
整， 冲泡茶叶汤清叶绿， 叶底完
整，茶香浓郁，回味甘甜。以质量
求生存， 靠诚信求发展。“一人富
了不算富， 共同致富才算富”，务
实能干的易明宇说， 致富的最终
目的是肥沃一方水土， 造福一方
百姓。

2009

年
5

月，易明宇发起成立
了以

28

位茶叶种植大户为骨干的
联农茶叶专业合作社，走公司

+

基
地
+

协会
+

合作社
+

农户之路。合作
社成立后，按照统一规划、统一供
种、统一指导、统一收购的“四统
一”原则，不仅解决了茶农分散经
营、茶叶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也
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增加了社员
收入， 实现了分散经营小农户与
农产品大市场的有序对接。

为把利农惠民的政策落到实
处，公司与合作社和浙江大学、信
阳农业科学院、 信阳农林学院等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科
研合作关系， 聘请浙大教授杨贤
强、汪叔雄、冯丽云，信阳农专教授
郭桂义为技术顾问，利用多种形式
无偿为茶农在科学种植、病虫害防
治、品种改良、市场信息等方面提
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合作社每年与
社员进行分红。通过合作社的经营
和管理，不但提高了社员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 而且解放了生产力，提
高了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增加了茶
农的收入。

除了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易明宇还积极投身到公益事业
中。他先后出资修路，投资优化乡
镇基础设施建设， 并为地震灾区
积极捐款， 是一个有爱心的民营
企业家。

让青春的梦尽情飞扬

当下是一个广阔的时代，广
阔到足以容下所有人的梦想；这
也是一个激越的时代， 激越到每
个人都能重拾燃烧的青春。

今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
成为潮流，我市一大批优秀青年放
下传统自主择业机会， 或是成为
“互联网

+

”一族，借助互联网走上
自主创业的道路，或是回到乡村农

场，点燃新时期的农业革新之火。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
们联系团市委， 走访了我市几位
优秀的创业青年， 希望从他们令
人振奋的成功中， 寻找到闪光的
青春力量， 让这力量激励更多的
人、激励整个社会为梦想燃烧。

一年多来， 团市委全面实施
了“互联网

+

青年行动计划”，创建
运营信阳青年网络创业孵化中心，

着力于免费为在校大学生、待业毕

业生和城乡创业青年开展网络创
业提供意识引导、技能培训、集中
孵化、联谊互助、跟踪指导、天使投
资六大服务。一大批青年在这里找
到了归属感，获取了自信力，演绎
了创新、创业、就业的青春路。

“信阳市创业青年领军工程”

的实施， 使得无数有志青年得以
脱颖而出，以市、县、乡三级创业
青年领军人物协会体系为平台，

更好地凝聚创业青年、 挖掘创业

典型、营造创业氛围、搭建创业平
台、 开展创业实践、 提升创业能
力。 创业青年领军人物组成的协
会致力于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服
务市委、市政府发展战略，成了我
市打好“民智牌”的生力军。

在农业革新的背景下， 完成
学业的青年纷纷回归土地， 或是
以创新手段经营传统农业， 或是
发展特色种植， 成为我市新型职
业农民。而青年职业农民培训，也

成为团市委工作的重心， 他们召
开全市新型青年农场主代表座谈
会， 持续开展青年创业就业扶持
计划， 为全市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提供示
范， 积极为青年创业提供金融服
务， 客观上助推了这些青年创业
的成功。

只要梦想在，青春永在！不要
辜负这个广阔而激越的时代，让
青春的梦想尽情飞扬吧！

□

本报记者刘翔

□

本报记者马童

□

本报记者马童

陈凯在培训青年学员

胡星在农场里劳动

易明宇陪客商参观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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