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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才是最硬的关系

“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坚持质量第一。”叶美钰介
绍，产品质量是公司立足的根本。

鞋材制造涉及制版、丝印、高频、无缝4道工序，
每道工序里都包含十几个步骤，过程繁琐，但是，每个
步骤都不能马虎。左右脚纹路要对称；印花的力度要
控制，太重颜色深，太轻颜色浅；商标是一双鞋子的灵
魂，要饱满有立体感，颜色清晰；胶水的粘性要强；工
艺的把控要严格……

为把好质量关，叶美钰吃住都在厂里，与员工同
上班。他不喜应酬，他说，订单不是靠吃饭吃出来的，
质量才是最硬的关系，每季度的品牌订购会，都会有
他的一席之地。

“叶总，前一版商标的颜色很浅，后面的很深。”主
管人员拿着两组商标找叶美钰拍板，他看了一眼，立
马心里有数，来到车间调试，一分钟解决问题。

叶美钰坦言，经过长期实操，现在员工对品控有
了认识，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相比之前他轻松不少。

严把质量关，创凯鞋材的产品在行业内有口皆
碑。2022年，创凯鞋材承接了2万双限量版的神舟十
三号航天员跑鞋的部分鞋材制作。这款鞋子只有99
克重，号称当时世界最轻的跑鞋。

“我们制作的鞋子上天了，这是对产品质量的肯
定，也极大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叶美钰在微信朋友
圈自豪地说。

坚持总能翻身

“我17岁开始与鞋材行业打交道，创立了两家鞋
材加工公司，从兴盛、破产到起死回生，创业经历跌宕

起伏。”叶美钰今年42岁，出生在大田县武陵乡上岩
村，因家庭经济困难，他读高一时便辍学打工。

当时，堂哥在莆田一家鞋厂工作，在其介绍下，叶
美钰到鞋厂从事鞋子印花工作。

到鞋厂后，叶美钰工作很拼，每天工作10多个小
时，有时甚至达18个小时。

“那时年轻嘛，为了赚钱和学本领，每天都精力充
沛。”叶美钰笑着说。

熟能生巧，叶美钰印花速度和准确率迅速提升。3
年时间便从学徒变师傅，并掌握了鞋材工艺制作的基
本流程。某品牌驻厂负责人看中叶美钰的干劲和认
真，支持他创业。

2005年，叶美钰用自己打工所得第一桶金，在莆
田创立顺德鞋材，当时员工只有3个人，他身兼负责
人、设计师、师傅、工人和业务员等多职。叶美钰稳扎
稳打，凭借独特的设计和过硬的质量，公司逐步扩大，
2011年员工300多人，公司与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鞋
业公司合作。

2014年，叶美钰花费1000多万元，从德国采购全
自动椭圆形印刷机，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扩大生产
规模。由于机台工艺不成熟，导致产品质量未能过关。
订单增多，他又提早遣散了工人，导致订单无法按时
交付。外国订单撤走，违约金、赔偿金等，让叶美钰一
下子负债500多万元。

“我当时内心落差非常大，公司破产后，为了还
债，重返鞋厂打工，还兼职送外卖等。”叶美钰说。除了
还债，他还一直在等翻身机会。2019 年，他与朋友合
作，再次在莆田创立一家鞋材加工厂。没多久遇到新
冠疫情，看到市场对口罩的需求，他们将鞋厂的机台
转行，改生产口罩，但由于采购的无纺布原材料不够
好和设计问题等，生产的口罩不够透气，遭匈牙利退
单，叶美钰生意一度陷入僵局。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大多数都会想着趁早改
行，做些别的生意把亏的钱补上。叶美钰却不这么
想，做了10多年的鞋加工，他觉得这里面有不少门
路可找。

2020年，创凯鞋材作为谢洋乡招商引资项目回大
田创业。“我们组建党员服务队，主动靠前服务，及时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相关问题，让企业在大田落地生
根、发展壮大。”大田县谢洋乡党委组织委员涂雄杰介

绍，他们将持续跟踪，切实为企业解难题、送服务。
业务为王，稳扎稳打。叶美钰说，家乡的工人费用

等都相对较低，加上政府的帮扶，公司注册、选厂等过
程很顺利，2023年3月入驻大田县双创园。

福利好留人留心

传统节日送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妇女节送鲜花
……这是创凯鞋材给员工的福利。

“我来这工作一年多了，负责产品质检工序，公司
福利待遇好，我每天工作8小时，订单多的时候会加
班，有加班费，月工资有4000多元。”员工陈蓉介绍，
自己原本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现在孩子上学，她上班，
家庭和工作可兼顾，非常好。

老员工叶芙蓉在公司成立时就入职了，上个月月
工资4000多元，最高时近7000元。她说，厂里每天下
午5点会提供点心，即使加班也不用担心饿肚子，老
板与他们一起吃。“老板人很好，疫情停产期间每月都
给我们按时发2400元保底工资。”

“疫情期间停产，我给厂里20多个员工每月按时
发放保底工资。”叶美钰介绍，这些员工都是他自己带
的徒弟，每道工序都已熟练掌握了，这样可以给员工
归属感，同时也不会出现人员流失。

除了给固定员工保底工资，对兼职人员，叶美钰
也给予每小时保底10元的工资，完成件数多的可以
根据计件工资算。福利待遇好，老板人好，创凯鞋材招
聘不愁，老员工纷纷介绍亲友来上班。

为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创凯鞋材还实行外包
手工，在家看幼儿的宝妈、上了年纪的老人可以把材
料带回家去做。

“我就负责把左右脚鞋材上的纸片撕开，很简单，
每天可以赚20多元。”62岁的卢奶奶介绍，她家住附
近，日子过得很清闲，从邻居那得知创凯鞋材招工灵
活，便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因员工以带娃读书的宝妈为主，创凯鞋材公司结
合学校作息时间来调整企业管理时间，方便宝妈上班
和照顾孩子。

“实行多种计时计件来定薪资待遇是公司最大的
特点，我将边学习摸索边完善公司制度，把公司办得
越来越好。”叶美钰说。

“我们做的鞋上天了”
——大田小伙叶美钰返乡创业记

●大田记者站 罗珍华 苏 珏 实习生 刘文燕 涂译丹 文/图

6 月 20 日，走进大田县双创园
的创凯鞋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
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熟
练地进行着印花、高频、无缝整合等
工序。

“我们在赶制50万双冬季新款
鞋面，7月底交货，目前生产订单已
排到年底。”创凯鞋材负责人叶美钰
介绍，公司主营鞋制造和制鞋原辅
材料，产品面向国内外市场。公司
成立于2020年，现有固定员工80余
人，外包手工 100 余人，并与安踏、
李宁和斯凯奇等国内外多个知名品
牌达成合作关系，月营业额突破
100万元。

夏至，正是烟后稻插秧季节，清流县里田
乡洋庄村上千亩洋面田上却少有农人，远处白
鹭成群，手扶拖拉机在溶田，满载秧苗的插秧
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不一会儿整片田畴就披上
绿装。

6 月 20 日，清流县老科协组织退休农业技
术专家一行6人，来到里田乡洋庄村，指导水稻种

植机械化作业，眼前这幅科技兴农新农村的画卷令人
耳目一新。

年过花甲的种粮大户吕仁智说，科技富农来之不易，
离不开老专家的长期指导和精心帮助。

洋庄村现有仁智种粮专业合作社、文达农机专业合作
社。仁智种粮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11月，是清流县首
家种粮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吕仁智正是合作社的理事长。
合作社现有固定资产约236万元，各类农业机械38台(套)，
水稻机械化育秧工厂一座，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队一支。

文达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3月，理事长廖文
革。合作社总投资约400万元，拥有占地2500平方米的机
库房一座，拖拉机、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机、喷雾机、收割
机、烘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268台(套)，配套成立了统防统
治队、机插机收队及大田托耕队；具备从溶田、播种、插秧、
病虫防治、收割、烘干、销售等水稻作业全程机械化一条龙
或单项服务的能力。在这两家合作社的推进下，耕作机械
化给村民带来了便利。据介绍，插秧机每台每日可插秧
30—40亩，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队人均作业面积可达每
日500—600亩，机械化作业稻谷亩产可达600公斤。

在洋庄村部，专家与种粮大户座谈，就水稻选种、浸

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一一解答。农业推广研
究员萧步金感慨，十几年前，引导农户使用水稻种植机械
作业，有的农户嫌机插效果不理想，现在大家排队等候插
秧机插秧，水稻工厂化机械育秧、机耕、机插、无人机田
管、机收、机防、机烘全程机械化作业，真正给农民带来了
福音。

洋庄村是革命老区基点村、省级生态村、省级“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村，2020年以来，洋庄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实施房屋立面改造、实行垃圾分类试点、建设红色苏区
清风馆、率先实现鸡鸭集中圈养、打造特色的3D农耕彩绘
墙、开展农村河塘清淤整治，将荷花塘打造成荷花池湿地
公园、将古树群打造成古树公园、利用李坊农民暴动遗址
等“红色+绿色”资源，打造集红色旅游、生态科普教育的新
业态，处处新村新貌。

种粮机械化 村庄变公园
●邓煌生

将乐县万安镇
正溪村的古茶树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盛夏，将乐县万
安镇正溪村山间草木
葱郁，村内的闽鲁古
茶厂内茶香四溢、幽
香袭人。“这是我做的

‘正溪里 ’生态古茶，
现在卖到北京、上海
等地。”茶厂负责人李
荣生说。

高山古茶无人识
正溪村地处将乐九

仙山脉，平均海拔 1000
多米，距离将乐县城50
多公里。驱车一个多小
时后，在羊肠小道间步
行近50分钟，一处山坳
里有一株古茶树，树冠
高大，胸径有碗口般粗。

“这是目前发现最
大的一棵古茶树，冠幅
6 米多，树龄两百年以
上。”李荣生介绍。

《将乐县志》记载：
茶，城乡皆有，俱不甚
佳，盖必以产品高山者得雨露风霜为美也。
东乡有云衢茶，南乡有仙人堂茶，水南有石岭
茶，北乡有九仙山茶，虽法制朴拙，而真味有
余……

据考证，正溪村在嘉庆年间就有人种茶
做茶，因茶叶口感醇厚、香气浓郁，受到周边
地区青睐。在正溪村的古道上、溪流边、田埂
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茶树。随着
时代变迁，正溪茶叶渐渐无人问津，茶山失管
荒废。

返乡开发生态古茶
从小听着村里茶故事长大，李荣生对传

统茶文化有着独特的情感。独自在外省闯
荡，他也成了一名茶商。2014 年夏天，李
荣生与几个外省茶友回将乐老家“深呼
吸”。“在这边种植茶叶，品质绝对不差。”
友人的一席话，唤起了李荣生深处老茶树的
记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荣生决定做好家
乡茶叶，打造将乐茶叶品牌。2015 年，他联
合几个小伙伴将各家各户零星分散的老茶树
流转过来，统一进行科学管理，保证茶叶品
质；同时投资30多万元开垦20多亩荒地，引
进新品种种植，采用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等生
态种植方式，让茶树在自然环境中生长。

高山云雾出好茶
到 2023 年，经过多年科学管理，老茶树

产量和品质得到提升，新茶园也进入采收
期。李荣生投资引进制茶设备，建起了标准
厂房，从采青、晾青、杀青到揉捻、烘干等过
程，坚持纯手工制作，每道工序精益求精。

“去年，老茶树共采茶青3000多斤，种植
的茶采收茶青1300多斤，产值达到110多万
元。”李荣生说，现在主要制作红茶、乌龙茶、
白茶三个系列，销往山东、上海、北京、浙江等
市场。每年只采摘一次，这样茶叶的品质、口
感才有保证。

去年底，李荣生注册了“正溪里”商标，将
乐正溪茶有了身份标识。“过去正溪古茶一直
沉睡在名不见经传的山上，没人知道，如今李
荣生让它香飘万里，后生可畏呀！”村民李道

富欣慰不已。
眼下，李荣生

正对“正溪里”茶
舍重新装修。“我
们的目标是做好
正溪高山生态茶，
让它走出大山。”
他希望通过这个平
台更好宣传、推介
将乐的茶文化、茶
产品，打造将乐茶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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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机在作业

□□创业故事创业故事

◀叶美钰在介绍鞋子制作工艺

▼工人在进行排版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