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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观察

“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让我在家门口
增收了2万多块钱。”掇刀区麻城镇荆寨
村村民成相梅，今年将一种优质甜玉米种
子拿回家种了6亩地，两季收成1500斤
后，小姑娘又帮着村民集中售卖。这让成
相梅喜上心头，“跟着她干准没错！”

成相梅口中的这位瘦小的丫
头，名叫张子越。11月16日，湖北
日报全媒记者走进掇刀区麻城镇
大金龙农牧科技公司，年仅27岁的
公司总经理张子越正在柑橘园里
忙活。2019年，在家乡归雁政策感
召下，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她回乡

和父辈创业。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养鸭，但散养的

鸭翅膀硬了都飞跑了，血本无归；养猪又
遇到非洲猪瘟，只能无害化处理……”张
子越说，创业之初，很多探索都是花钱买
经验。

“确实，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对农业
一窍不通，但我不会轻易放弃。”面对质
疑、不解的声音，张子越更加坚定。

学技术、搞生产、闯市场、跑渠道，每
一个环节张子越都参与其中。三年时间，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大金龙农牧科

技公司成为年销售肉鸭200万羽的湖北
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我和父亲商量，还可以在周边的荆
寨村、官湾村多流转一些荒废的土地，将
产业做大，更加多元化。”当张子越认为养
殖的经验可以复制时，现实却给了一击。

她将猪粪处理后，作为蓝莓园的有机
肥料使用，结果烧坏了数十亩蓝莓。有了
这次教训，经人社部门牵线搭桥，她与武
汉农科院开展深度合作，建立专家工作
站，实现“变废为宝”的种养循环技术，如
今已拥有15项专利技术。

该公司也完成了从一个产业到多个
产业的融合，发展成拥有两地四村的示范
园区——建有标准化养猪场，年出栏生猪
10000头，特种水产养殖300亩，精品果
蔬基地 2000亩，新建两个熟食加工厂
……累计投入资金近8000万元。

随着产业的多元化，垂钓、采摘等农

业休闲项目日渐升温，基地迎来了一批又
一批游客。规模扩大后，张子越委托周边
村民加入，分区分类进行打理。小丫头当
起了“大管家”，从养殖培育、科学管理、技
术创新，再到打造集采摘、垂钓、休闲、种
植养殖等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身为

“半个专家”的小丫头事无巨细“一肩挑”。
目前，该公司流转土地近3000亩，每

年支付的流转费100多万元，带动当地及
周边300余人获得务工收入200余万元。

“我吃住都在园区宿舍，至今也没有
时间像同龄的女生一样去逛街、聚会、谈
恋爱。”身边不断有人给张子越介绍朋
友。她说，现在是最适合奋斗的年龄。

雁归农谷，做村民致富的“领头雁”。
作为荆门市最年轻的人大代表，张子越庆
幸自己的选择，“我最大的愿望是把综合
体打造成心目中的样子，带动当地村民共
同致富。”

走进京山市对节白蜡
小镇核心区的森宝园艺产
业园内，电锯嗡嗡，锯截、拼
接、补枝、修剪……一朵朵
绿色“蘑菇云”在师傅们的
装扮下，常年保持着美好艺
术形象。

一个小镇，3000多名对
节白蜡园艺师，人均劳务年
收入可达15万元，京山市孙
桥镇涌现出的对节白蜡园艺
师，已成为湖北独具特色的
十大劳务品牌之一。

父子俩手把手教老
乡繁育种植

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京
山镇林业站工作的马延东和
对节白蜡结缘。耳濡目染
下，儿子马倩从小对苗圃植
物的种植培育和造形产生浓
厚兴趣。大学毕业后，马倩
就职于东风设计研究院，父
亲觉得这份体面的工作很合
适，可土生土长的孙桥镇人
马倩并不这么想，“对节白蜡
人称‘植物活化石’，孙桥镇
是目前全国存量最多的地
区，我想把它推向全国。”

怀揣理想，马倩独身前
往山东各大苗圃、大型园林
绿化企业跑市场、学技术。
2015年，他带着第一桶金回
乡成立了湖北森宝园艺有限
公司，同步发展大、中、小、微
盆景，提供栽植、造型、修剪、
养管护等全周期服务，该公
司现有各类对节白蜡树2万
余株，成为省林业产业化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

“小的两三百元，大的
商品桩可卖到数万元。30公
分到60公分最好卖，价格不
超过600元，走亲访友送礼
最合适了。”森宝园艺多年培
育成果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盆景爱好者，渐渐名声越来
越大，求购者越来越多。产
品销往北京、天津、上海、山
东、河北等20多个省市，公
司年销售额在六七百万元，
其中电商占总销售额的三
分之一。

但难题是，浓缩成一颗
艺术盆景的对节白蜡需要至
少5年时间培育。面对激增
的订单，公司成立合作社，除
了吸纳贫困户近百人常年在
基地务工，组织村民培训修
剪技艺外，他还想到联合周
边农户把产业做强做大。

“一粒种子以一块钱的
价格卖给村民，请他们在自
家地上种植，生长成形后再
以 20 倍的价格回收一部
分。”父子俩将繁育技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农户，既提高
了自家产量，又带动当地苗
木及相关产业发展。众多苗
木采购商慕名而来挑选下
单，2000 多户村民尝到甜
头，不少人纷纷自主培育小

微盆景。
“现在，孙桥镇30岁以

下的年轻人主要做小微盆景
直播销售，30岁至 50岁以
下的劳力大多从事园艺师行
业，50岁以上的人群集中在
产业园、合作社里务工。”孙
桥镇副镇长王明清说。

去外地“动剪子”年
入逾15万元

初冬时节，正是对节白
蜡落叶修剪的最好时机，在
孙桥镇五泉庙村，回乡青年
章威手持剪刀，看见哪个盆
景长得“出格”了，“咔嚓”来
一剪。

2022 年 6月，“京山对
节白蜡园艺师”获评湖北省
十大劳务品牌。为扩大对节
白蜡园艺师队伍，今年该市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专门
组织开办10多场对节白蜡
园艺师培训，章威等600名

“土专家”经过15天系统学
习，获得对节白蜡园艺师初
级证书。

“去外地修剪对节白蜡
500元一天，包食宿和往返
交通费。”有着“孙桥第一把
剪子”之称的李小海说，对节
白蜡有着枝繁叶茂，叶色翠
绿，成活率高等特点，在城市
街景、公园内、高档住宅区、
景区等场景都有应用，但它
们需要定期“理发”。“常年行
走各地的3000多名京山对
节白蜡园艺师，是外地客户
争相聘请的对象，凭着手中
的剪刀每年可创收15万元
至30万元。”

不少年轻人也回到家
乡，拜师学艺、繁育苗圃、造
景换盆、直播带货。“在孙桥
镇家家户户，培育销售对节
白蜡的规模已然形成。”孙桥
镇党委副书记杨光介绍，小
镇上的对节白蜡盆景公司和
种植合作社现有390家，年
产值120亿元，从事相关产
业人数超5.6万人。

强化产业富镇。近两年
京山市支持孙桥镇着力打造

“对节白蜡小镇”，由森宝园
艺投资建设。一株株挺拔俊
秀的对节白蜡栽满了一千亩
地，古亭、小径、怪石、池塘装
点其间，串联成一幅如诗如
画的园林美景。自建设以来
已接待游客50万人次以上，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3000
万元。

“我们不做单纯的大自
然的搬运工，而要提升附加
值，打造以园林景观、盆景展
示、电商交易、博览科普、餐
饮民宿、休闲旅游、研学交流
为主要内容的对节白蜡全产
业链，把京山对节白蜡盆景
产业推向更高水平。”马倩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描绘对节
白蜡产业发展的新画卷。

两个月前，37岁的李洋在荆门市人社局组
织开展“雁归农谷·就在荆门”返乡进城人员入
企选岗专项招聘会上，被弘毅电子公司录用。
这次找工作令他感受最深的是，一场专场招聘
会、车接车送，沉浸式实地感受工作和生活环
境，让他心生归属，吃下“定心丸”。

“对于企业而言，稳定的用工能有效降低用
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弘毅电子公司招聘专
员熊涛说，很欢迎荆门本地人到公司工作。

“博士、硕士来荆门，除了薪资，工作满一年
后分别能拿到15万元、6万元人才津贴。”上个
月，荆门市招才引智行动走进成都10余所高校，
吸引800余名学子应聘。该市人才服务局高校
毕业生服务科科长周文慧介绍，来荆门创业，还

可享受项目扶持、贷款贴息和创业补贴等礼遇。
今年以来，全市人社部门先后赴广州、佛

山、惠州等城市开展“三访三促”活动，与荆门老
乡叙乡情。同时，市人社部门依托商会建立2
个驻外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站，常态化开展政策
宣传和优质岗位推介，引导更多优质资源回流、
优势企业回迁、优秀人才回乡。

当下，荆门市劳动就业局通过清仓摸底、乡
情感召、提技赋能、筑梦启航、就业帮扶、权益维
护“六大行动”，为返乡农民工构建起求职有岗
位、培训有渠道、就业有门路、创业有帮扶、权益
有保障的服务体系。

到底有多少荆门籍农民工有返乡创业就业
意愿？该市将人社、统计、公安等部门资源共用

共享，采集入库企业信息2861家、返乡务工人
员信息2.78万人。荆门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
李辉说：“今年以来，结合数据采集，挖掘就业岗
位20.5万个次，高精度走访返乡人员5198人
次，密集举办直播带岗、就业大篷车下乡等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732场，建立80家企业加盟的共
享用工联盟，共享员工信息2204人，实施用工
余缺调剂643人，促进了返乡就业创业人员与
用人单位、创业项目实现精准对接。”

荆门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正在
实施“雁归农谷·就在荆门”三年行动计划，将采
用多种形式引导更多人回乡建设，力争三年内
引导返城来荆就业10万人，为荆门打造产业转
型示范区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荆门返乡就业创业工程

助2.78万名“飞雁”变“归雁”

带动300余村民务工年增收200多万元

95后小丫成田园综合体“大管家”

“你好，请问电子商务培训班在哪栋楼？”漳
河镇新丰村村民方金雄手里拿着纸质通知单，急
匆匆走进荆门技师学院电商培训班开班教室。

“真的不需要交钱吗？培训有多久？完了
能介绍工作吗？”教室里，大家一边报到登记，一
边七嘴八舌地咨询起来。该校党政办负责人毛
从阳耐心地回答：“免费培训，电子商务20个课
时，培训时间两天半，完成之后可以帮忙推荐岗
位、介绍工作。”

这是漳河镇首次组织开展电子商务知识系
统培训，78名返乡务工人员现场拿着手机学习
摄影拍照技术、短视频制作技能，了解直播流
程。56岁的返乡创业村民方金雄，5年前从煤

矿出来又“钻”进蜂窝，每年产出纯天然无添加
的土蜂蜜200多斤，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实训
场景下，初次当主播的方金雄胆子还很小，但他
渴望搭上电商快车，帮他解决蜂蜜滞销的问题。

在武汉和荆门做了10余年餐饮的刘浩回
到家乡，带领着京河村村民发展葡萄、樱桃等采
摘产业。“家里老人年纪大了，小孩也正上学，再
加上正值家乡鼓励在外人员回乡创业，便决定
回来干一番事业。”刘浩说，漳河镇电子商务方
面的人才现在相当匮乏，但这次他们村来了几
十号人，大家对于学习电商技能都很主动。

荆门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副局长徐德军介
绍，自9月份以来，全市16家人社定点培训机构

都开设了实操实训的培训服务，技能专业涉及
母婴生活护理、养老护理、家政服务、叉车工、电
焊工、中西式烹饪等40余种。通过岗前、岗位
技能提升等方式促进培训与用工衔接，组织返
乡创业培训529人。

技能培训助力劳工变技工，增强就业信
心。常年在家带两娃的家庭主妇余春萍，上月
看到社区微信群里发布政府免费技能培训信
息，发现培训点不仅离家近，还有自己感兴趣的
西式面点专业。经过12天的专业培训，她掌握
一定的面团制作、面点烘焙等实操技能后，在一
家面包店持证上岗。“学了技术，自己就能凭手
艺找到好工作。”余春萍说。

襄荆高速荆门北出口和荆东大道交会处，
坐落着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园——一马光彩大市
场。该市场以家居建材、五金机电等批发为主，
年交易额达30亿元。目前市场开门营业876
家，带动从业人员近万人，其中九成为本地人。

11月20日上午，位于该市场三楼的一家商
铺内门庭若市，店老板胡云凤上午陆续接待了
几拨来买家居门窗的本地客户，当场收到1.2万
元定金，“这家市场口碑相当好，我们也对比过
其他店，但这家最划算。”一位客户说，小区里好
多户装修都来这里挑货。

货品物美价廉，是因刨去了大部分租金成
本。胡云凤是首批入驻该市场的商户，2016年
夫妻俩拿出全部20万元积蓄在“家门口”首次
创业，申请了一次性10万元两年免息创业贷。
胡云凤说，在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园内，缴纳3个
月租金可使用3年商铺，这样的政策她至今享
受。今年，她又在该市场投资上百万元购置了4
间门面正在装修，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做厨卫全套销售的老板朱敏，短短两年
内商铺经营面积就从158平方米发展到
750平方米。“其中用作展厅的商铺免租
金，只需缴纳3块钱一平方米的物业
费。”一马光彩大市场运营部经理王
晓盼介绍，市场方拿出最优惠的扶
持力度，让大家以最小成本扩店持
续发展。此外，市场还引导商户入
驻创业，提供创业指导、证照代办、
场租减免、免费广告位等系列服
务，现在还搭建了创业担保贷款
网办平台，新商户进来代办证照手
续只需要两天。

与一马光彩大市场一样，同属
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园的钟祥莫愁村，
也利用平台资源和政策优势，成为返
乡创业就业的“摇篮”。越来越多的农
民工在莫愁村内外涉足餐饮、小吃、民宿等
行业，形成草根式创业集群。

本版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通讯员 陈超 袁东才 刘倩

孙桥镇培育三千名
对节白蜡园艺师

一马光彩大市场带动从业人员近万人，成为荆门返乡创业就业的“摇篮”。

荆门市常年在
外务工人员 32.76
万人，其中省外务
工人员24.75万人，
主要流向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

一方面是企业
喊招工难，另一方
面不少求职者认为
就业难。面对“两
难”，荆门市劳动就
业管理局深入实施

“雁归农谷·就在荆
门”返乡进城就业
创业专项行动，紧
盯高校毕业生、农
村劳动力、就业困
难人员三大群体。
精准施策，拓宽就
业渠道，实现稳就
业、促发展、保民
生，近几年，先后创
建 2 个省级返乡创
业示范县，5个省级
返乡创业示范园，
引导外出务工人员
返乡就业创业 2.78
万人。

森宝园艺产业园内，园艺师正在修剪对节白蜡。

对节白蜡小镇核心区——森宝园艺产业园。

场租福利令商户“轻装上阵”

精准政策扶持让“归雁”有奔头

张子越在橘园里采摘。

荆门开
办电商直播

技能培训班。

荆门组织返
乡务工人员实地

参观当地
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