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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并不容易。当时，整

个香制品消费市场几乎被广东

厂家垄断，所有经销客户只认

广东生产的香。为了寻找销路，

周益翠和丈夫背着背包，分头

到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

地，推销自己生产的产品，但

收效甚微。

产品卖不出去，这让周益

翠非常沮丧。有人劝她改换包

装，周益翠没有答应。她说，

做生意贵在诚信，她坚信自己

的产品，相信总有识货之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 年

的盛夏，周益翠来到高桥大市

场一家日用品批发商店，面对

老板的傲慢，她终于“发飙”

了！她质问老板：“你也是湖

南人，为什么不卖湖南人的

香！”一个上门推销产品的女

子，居然敢如此“理直气壮”，

她的认真让这家商店的老板感

到好奇不已，终于决定看看她

带来的线香样品。

这一看，让老板大吃一惊：

经过反复比对，不论是产品种

类、产品质量，还是包装，周

益翠带来的产品都不逊于广东

香。周益翠见老板对产品有了

兴趣，便借势而上，表示可以

免费试销，等产品销售出去后

再付货款。老板被周益翠的诚

恳和自信打动了，当即跟她签

订了供销合同。

果然，金鑫香厂的产品没

有让经销商失望。三个月后，

追加 100 件供货的订单很快发

了过来。紧接着，长沙、衡阳、

郴州等地的经销商也发来了订

单，产品销路陆陆续续总算打

开了！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周益

翠新增了两台设备，招收了 10

多名工人，进一步扩大了生产

规模。然而，就在夫妻俩准备

甩开膀子拓展事业时，一场突

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

2009 年 5 月，与她同龄的

丈夫在广西桂林 181 医院查出

了尿毒症。此后，她带着丈夫

辗转奔波于桂林、衡阳两地，

住院治疗，求医问药，不仅把

创业积累下的 10 多万元花了

个精光，还欠下了 18 万元的

债务。

钱花了，但还是没有留住

与她同甘共苦、一起艰辛创业

的丈夫。2010 年 10 月，丈夫

走了，留下一个 10 岁的女儿，

一个 5 岁的儿子。厂里的 10

多名工人也怕她付不起工资，

全都离开了……

她把江华小小瑶香做成扶贫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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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曾经的打工妹，到如今拥有
700 万元资产的企业老板；从一个单
纯为了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人，到能
够改变更多人贫穷命运的企业家，她

就是永州市江华瑶族自
治县香业协会副会长、
鑫禄福香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周益翠。

周益翠从事制香 30
年，从最基础的制香作
坊小学徒开始，到经营
香业公司、引领江华制

香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她用 15 年时间，
把一家小小的制香家庭作坊发展成拥
有员工 40 多人的全县最大香业公司，
带领 30 多名贫困户通过从事制香，走
向脱贫致富的道路。

丈夫走了，厂子停了。周益翠

万念俱灰，每天以泪洗面。

“妈妈，不哭，我长大了挣钱给

你，我养你。”懂事的女儿安慰她。

搂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周益翠

思来想去，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只

有继续办香厂。2011 年春节一过，

周益翠向亲友借了 3 万元进材料，

厂里的机器重新运转起来，金鑫

香厂重新开张。

因为周益翠在业内口碑好，经

销商和材料供应商都 很支持她，

特别是了解到她遭受家庭变故、面

临绝境，材料供应商破例把材料

赊给她，经销商提前付给她预订

款，让她有钱周转。加上周益翠

为人诚恳，从不拖欠员工工资，她

的厂子越办越红火，第二年就把

十多万元债务还清了。

就在这时，江华县委、县政府

决定把发展瑶香产业作为富民强

县，推动全县脱贫攻坚、帮助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点产业，制定出台

了《关于加快全县制香产业发展的

意见》，明确提出从 2014 年起三

年内新增产值 100 万元以上制香

企业 1000 家，新增制香从业人员

2 万人以上，实现年销售额 10 亿

元以上，逐步将江华建成中国香

生产大县和全国名香出口大县。在

政策扶持上，每新增一台制香设备，

给予 5000 元的奖补。

受此鼓舞，周益翠在县乡镇企

业局、县香业办的支持下，2014 年，

她注册成立了“鑫禄福香业有限公

司”。由于各项工作出色，公司经

营效益明显，她还当选为县香业

协会副会长。

2017 年 9 月， 周 益 翠 把 厂子

搬到了县里新辟的涛圩镇制香工

业园，公司和厂房占地 7000 平方

米，有制香设备 11 台，工人 40 多

人，拥有“湘妃”“雅风”“鑫福禄”

三个注册商标，主要生产养生香、

礼佛香、中草药蚊香三大类上百

个品种，产品行销两广、湖南、江

西、湖北等地，并出口马来西亚和

非洲一些国家，年产值 800 多万元，

绝处逢生的周益翠开始乘着县里

产业发展的东风起航。

闻香知品的打工妹回乡创业

“这是我们开发的高档瑶

香，具有净化空气、改善睡眠、

消除疲劳、醒脑安神等作用。”

10 月 10 日，在江华瑶族自治

县白芒营镇金鑫制香厂，周益

翠向来自广西桂林的 3 位客户

介绍其新研制的瑶香。

在厂里产品陈列室，各式

各样、大大小小的瑶香琳琅满

目。周益翠告诉记者，他们生

产的瑶香，大都是用瑶山里的

天然香草原料精心研制而成。

她用10年时间，耗资数10万元，

研制出了盘香小时香、五福金

钱香等 20 多个瑶香新产品，成

了远近闻名的“制香女王”。

上 世 纪 70 年 代 中 期， 周

益翠出生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白

芒营镇一个名叫云田的小山

村。作为家中四姊妹里的老

大，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刚

刚初中毕业的周益翠放弃了上

高 中、 考 大 学 的 机 会，14 岁

的她偷偷地背着行李，跟着村

里的小姐妹走上了南下打工之

路。初到广东的她因为年纪小，

大公司、大厂都不收她，她便

和四个小姐妹在江门小岗一家

家庭香厂找到了一份做香的工

作，成为江华第一批在外从事

制香的农民工。

勤劳的周益翠从最初每天

七元工钱的学徒工做起，到三

年后成为技术骨干，被制香厂

老板高薪聘请，后来到一家专

做出口香的大型香厂做技术总

监。她用 15 年的时间，把制

香厂里所有的工种做了个遍，

熟悉了这个行业所有的工艺流

程，甚至掌握了堪称行业核心

机密的制香配方，达到了闻香

识货、闻香知品的境界。

在 广 东 打 工 的 15 年 里，

周益翠凭借自己的勤劳苦干和

聪明才智，掘到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也收获了爱情和美满的

家庭。

2006 年 6 月， 周 益 翠 和

丈夫带着儿女回到家乡。她和

丈夫商量，决定用自己打工学

到的技术，继续做自己的老本

行——办厂制香。说干就干，

她和丈夫投资 3 万多元，租下

一间 300 多平米的库房进行改

建，买了一台液压制香机，办

起了金鑫香厂，以家庭作坊的

形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销路打开之际，灾难突如其来

绝处逢生，乘风破浪

年少缀学打工的周益翠曾被穷

困所迫，她经常说，希望自己有朝

一日能帮助更多跟她一样曾经贫困

的人。

创业以来，她有意识地通过

招工、传授制香技艺等方式，帮

助贫困户就业，支持贫困户创业。

在公司现有的 40 多名员工中，贫

困户达到半数以上，其中还有残

疾人、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全县

190 多家制香厂，也有半数以上得

到她的各种帮助和扶持，其中不少

是贫困户。

贫困户李小水夫妻 2017 年进

厂做香，从两人一台机子，到一人

一台机子，到现在两人能熟练操作

三台机子，夫妻俩每月收入达到

12000 元以上。而且有更多的时间

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家里的

农活也一样没耽误。

60 岁的唐春凤是来自大石桥乡

寨背洞村的贫困户，在香厂做包香

工。她农忙时在家里做事，农闲

时到这里打工，零零散散每个月

也有 1000 多元收入，手头有了宽

泛钱，日子再也不紧紧巴巴了。

涛圩镇栎口村贫困户唐世富家

在附近，一人操作一台机子，每个

月能赚 4000 多元。他说，在家门

口进厂做事，比在广东打工强多了，

不用东奔西走，不用出车费，还能

照顾家庭。

桥市乡黄海军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6 年，在周益翠的帮助下，

黄海军也开办起制香厂，并带动 8

名贫困户；沱江镇贫困户陈宇明

在周益翠帮助下，也开起了制香厂，

每年纯收入有十多万元，开厂当

年就脱了贫。

周益翠说，香业是个大产业，

只有做大做强，形成一个整体品

牌，才能拥有更大的市场。

如今，江华瑶香品牌声名远播，

全县已发展制香企业 300 余家，有

专业制香生产机械 600 余台，产品

覆盖了除西藏、新疆、甘肃、宁夏

四省区外的大部分国内市场和东南

亚市场； 2019 年，江华生产香制

品 6.3万多吨，实现销售收入7亿元。

带动建档立卡户、农村留守人员等

5600 余人从事制香产业，带动 1.2

万个家庭，5 万余人增收。

小小瑶香成扶贫大产业

周益翠制香 30 年，引领江华制香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

周 益 翠
通 过 招 工、
传授制香技
艺 等 方 式，
帮助贫困户
就 业， 支 持
贫困户创业。

扫一扫，分享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