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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从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布达佩斯站比赛传来了好消息，中国女子滑板队拿到了 4 张巴
黎奥运会门票。从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时两人参赛，到本次巴黎奥运会四人出战，中国滑板队实现了新的
突破。

 作为全国运动滑板的龙头骨干企业的负责人，邵阳妹子王青云与有荣焉。“目前，公司是制定国家滑
板质量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年产滑板 100 多万台（套），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德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第十三届全运会指定产品。”谈起公司当下的发展，湖南省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青云信心
满满。

 从南下打工到回乡创业，从生产竹木家具到专注研发滑板，从“中国制造”到驰骋欧美市场，王青云
坚持创新，致力于“生产一块专业的好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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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湖南在多重挑战中逆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立足民营视角，湖南为地方营
商环境现状“精准画像”，着力推动全省各类群团组织成员大规模创新创业，实现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一盘棋、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新格局。而这一亮眼成绩背后，得力于千千万万名湘商，也离不开创新创业的 WOMEN

（我们 / 女性）。
WOMEN 如何在湘商新经济领域创业逐梦？我们特别策划“巾帼初心耀三湘·创业篇”专题报道，聚焦

新时代不断崛起的女性力量，记录属于 WOMEN 的创业传奇！

扫一扫，
看创新创业
好故事视频

湖南省丰源体育
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她带“湘籍滑板”出湘：走进奥运，走向世界

竹制滑板备受市场好

评后，公司再次挑战“升

级”，将抗拉强度大的玻

璃纤维、碳纤维等新材料

与竹板融合，将一块小小

的滑板配上东西方不同

的故事图画，集合了当今

最高端技术和工艺，赢得

行业一致赞誉。短短几年

时间，公司实现了从全竹

滑板到全竹玻纤滑板、碳

纤滑板、电动滑板的挑战

升级。

通过不断研究需求、

创新产品，创建电子商

务网络平台，公司名气

越来越大，竹滑板炫酷

的造型、高端的工艺，

吸引了国内外的客商主

动对接下单。

王青云也实现了自己

进入公司以来一直想做

的事情——成立自己的

品牌，并先后在国内和

美国、加拿大成功注册。

随着滑板运动的普

及，滑板成为 2020 年东

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

目。王青云抓住这一难得

机遇，积极和湖南省体育

局合作，争取到湖南省滑

板队组建并冠名的机会；

同时，她还打造专业滑板

俱乐部，聘请专业教练，

培养滑板爱好者，拓展滑

板消费市场。

2022 年，滑板被列

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

课程内容。这次新课标

的印发无疑将会是加速

国内滑板运动发展的重

要助力。

得知这一消息，王青

云脑海中又有了一个创新

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不

和学校合作，为学校捐赠

滑板和护具，帮助孩子们

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可以

选拔好苗子，为省队和国

家输送人才呢？”

王青云和绥宁县民族

小学取得了联系，了解

孩子们是否愿意在学校

里学习滑板，“80% 的孩

子很希望滑板可以进入

校园”。但家长和老师们

提出了质疑，“家长担心

孩子玩滑板会受伤，老

师担心滑板会占用孩子

们的学习时间”。面对这

些疑问，王青云一一解

释，逐渐打消了他们的

疑虑。

很快，民族小学组建

了绥宁县第一支校滑板

队，“一下子就有 80 个

孩子前来报名”。王青云

说，大家的训练热情十

分高涨。在之后的绥宁

县“四八姑娘节”活动上，

由民族小学滑板队带来

的表演《萌娃酷滑》获

得阵阵掌声，绥宁县其

他学校也主动和王青云

联系，想要在本校内开

展“滑板进校园”活动。

如今，王青云每年以 3~5

所学校的速度，向绥宁

县和周边地区的学校捐

赠滑板和护具设备，推

动“滑板进校园”。

作为国内最大的滑板

生产厂家之一，公司是制

定国家滑板质量标准起

草单位之一。但王青云并

不满足，她希望，公司能

够不断创新，生产出更多

更好的滑板，为国家体育

事业助力。

年生产滑板 100 万片，产品远销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企业管理越来越规范，公司的产能

进一步提升，名气慢慢打开了。就在一切向

好的时候，滑板的原材料供应却出现了问题。

王青云介绍，一般的滑板是用枫木制作，

公司除了采购中华枫木，同时还会从国外购

进加拿大枫木等原材料。但随着国家对砍

伐阔叶林的管控逐步严格，同时，进口原材

料价格不断攀升，导致每一块滑板的利润空

间不断被压缩。

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王青云和王虹力转

而寻找新的原材料，但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

终。就在兄妹俩一筹莫展之际，他们突然

想到了竹子。王青云说，绥宁县拥有 75万

亩秀美的楠竹林，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

“我们是否可以就地取材，用竹子来代替枫

木等木材呢？”

在征询众多专家教授的意见后，他们

立即“试水”竹滑板制作，先后与湖南省

管理创新： 宝妈在家门口能就业了

生产创新： 滑板与楠竹“擦出火花”

2006 年，在深圳工作多年的王青云接

受哥哥王虹力的邀请，回到哥哥创立的湖

南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在邵阳绥宁

老家创业，决心将企业“做大做强”。

当时，作为第一批入驻绥宁县工业园区

的企业，公司实现了从代加工作坊到现代中

小企业的转变。2008 年初，一场“五十年

不遇”的冰灾让公司的家具加工产线亏损了

上千万元，兄妹俩痛定思痛，调整方向：“专

门从事专业的运动滑板生产”。

王青云负责公司内生产和管理大小事

宜，哥哥王虹力负责跑业务，开拓市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观察，王青云发

现，公司的管理模式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工

人生产损耗率较大，管理层的沟通也并不

顺畅。她决定，创新管理模式，将大企业

的管理模式中适合公司的部分运用到公司

管理实际中。

说干就干，王青云首先提出了早会制度，

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早会全程不

超过 10 分钟，不仅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效

率，生产过程中的损耗率也大大降低”。

之后，王青云又要求公司高管定期召开

周会和月度会议，分享工作进度，并就工作

推广创新： 组建了全县首支校滑板队

林科院、中南大学、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成立研

发团队，不断改进热压成型工艺，

攻克了爆板、裂板、开胶等技术难

题，最终实现了全竹滑板批量生产。

用竹子制作滑板颠覆了客户

的想象，大家一开始并不接受这

一改变。王青云决定主动出击，

她让工人们生产了不少样品，给

熟悉的客户们寄过去。

最终，一位浙江的客户被王

青云的坚持不懈打动，尝试着下

单了一万块滑板，没想到，轻便

的竹滑板一上市，就受到了滑板

爱好者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客户

向王青云打来订购电话。

“我们发现，相较于其他地区

的楠竹，绥宁的楠竹更适合滑板

的制作。”王青云说，因此，公司

不仅购买了5000 多亩山场的使

用权，还流转了12000 余亩竹林。

令王青云感到意外的是，竹

滑板的研发成功还为不少村民提

供了工作岗位。原来，竹滑板

的制作需要生长 3 年至 4 年的楠

竹，而竹林的打理需要大量的人

工，仅管理竹林这一项就为竹林

所在村庄的村民提供了上百个岗

位，“每年每人至少可以增收一

万元”。

每到年底，王青云和同事会

带着现金分发给村民。一次，一

位 60 多岁的老人从王青云手中

接过自己的劳动所得笑得合不拢

嘴：“拿着这些钱全家的日子过得

更舒服啦！”

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商讨出解决方

案，“周会和月会的制度让公司各

个部门沟通更加顺畅”。

王青云还在车间设置了每月

“优秀员工”的评选，大大增加了

员工的积极性，她透露，在每月

的优秀员工中，女性员工占了大

多数。

原来，一块滑板从原材料制

作成型，需要耗时将近一个月，完

成几十道工序，“其中，有不少工

序非常适合更加细致耐心的女性

来干”。而王青云也发现，公司所

在地的附近有不少赋闲在家的“宝

妈”，为此，在招聘过程中，王青

云优先选用附近的农村女性，并

承诺：“公司不会轻易加班，只要

当天的工作完成，她们就可以提

前下班回家照顾孩子”。这一举动让

不少女性纷纷选择丰源公司就业。

如今，公司有固定员工 120

余人，其中，女性占比超过了

60%，“女性在工作过程中更加细

心、耐心，产品的完成度更高”。

王 青 云 正
在 抽 查 制
作 好 的 滑
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