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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万顺妹

●界别：特邀

●职务：南海区政协西樵工
委会特邀委员、佛山瑞龙集
团董事长

●履职感言：担任特邀委员，
意味着责任。委员的履职是
多方面的：参会发言、反映社
情民意等，只要我参与了，我
都会尽力而为。

委员档案

从一名销售布匹的中

间商到一名成功的女企业

家，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

的艰苦；远离家乡浙江到南

海西樵独自打拼，她尝尽孤

独的滋味和创业的艰辛。

如今，她创办的佛山瑞

龙纺织有限公司，订单多的

时候一天能生产五万条牛

仔裤的布料，约五万米长

度，成为业内声名显赫的

“牛仔面料女王”。

她就是佛山瑞龙集团

董事长万顺妹，“与布匹结

下不解缘，不辞长作西樵

人”，瑞龙集团旗下现在拥

有瑞龙纺织、瑞纺染整、瑞

龙国际等多家子公司，行业

涉及纺织、染整、教育培训、

商业地产开发及物业服务

等，创出了一套多元化产业

组合，助推南海经济社会发

展。

南海区政协西樵工委会特邀委员、佛山瑞龙集团董事长万顺妹：

日产布料五万米不辞长作西樵人

万顺妹的家乡在浙江瑞

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面对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大

潮，当时在纺织企业打工的

万顺妹，毅然辞职下海，凭着

自己对纺织贸易的经验和敢

于拼搏的勇气，抓住机遇开

办了布行，做起面料批发贸

易生意。

1992年，从没到过广

东的她怀揣着6万元现金直

飞广州。下了飞机，她根本

不知道要去进货的地方该叫

“西樵”还是“西焦”，的士司

机很快就把她载到了西樵。

在老乡的帮助下，她进了一

批货。经过4天辗转，布运

回了瑞安，仅几天就被抢购

一空。这一趟，她赚了1万

多元。尝到了甜头，第二次

她带了9万元现金，这一趟，

足足赚了好几万元。

从此，万顺妹与西樵结

下不解之缘。1997年，西樵

轻纺城建成投入使用后，她

掏出50多万元买下两个铺

位，一个卖布，一个卖原材

料，迎来了她创业的第二次

飞跃。

2001年初，一个纺织

厂老板向她借钱，用于引进

先进设备。一语点醒梦中

人，40多岁的她萌发了办纺

织厂的念头。她左思右想：

一直做贸易，没有自己的产

品，没有自己的品牌，既不能

保证产品的质量，也无法按

时供货、恪守信誉，不如自己

开厂。

于是，2001年底，万顺

妹购置了32台纺织设备，创

办了佛山瑞龙纺织有限公

司。由于建厂初期投资规模

小，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很难

立足。万顺妹重新审视国内

外纺织发展的趋势，制定新

的发展战略，不惜代价先后

从意大利引进200多台当时

世界最先进的剑杆织机及其

配套设备，这不光在西樵很

少见，在国内都是具有领先

优势。

很快，瑞龙纺织订单多

的时候一天能生产五万条牛

仔裤的布料，瑞龙也因此在

纺织界占得一席之地。在业

内，万顺妹被誉为广东甚至

中国的“牛仔面料女王”。

浙江妹子南海干出大事业

尽管万顺妹带着瑞龙纺织，

在纺织领域成绩斐然，但她并未

停下发展的脚步。2007年，她

在西樵纺织产业基地购地兴建

了子公司佛山瑞纺染整有限公

司，引进了浆染联合生产线、丝

光生产线和防缩后整理生产线，

从而使瑞龙纺织实现了从浆染、

织造到后整理一条龙的生产配

套，形成一条完善的纺织产业

链。

2011年，万顺妹了解到西

樵镇“文旅融合城市，产城共融

提质”的新发展思路后，又投资

建设“佛山瑞龙国际中心”项

目。项目被列入当年佛山市三

年行动计划重点项目和南海区

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是西樵

新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

瑞龙国际中心以教育文化和商

务金融相融共生，配套美食、购

物及休闲功能为一体，成为西樵

极具特色的文化商务综合体。

瑞龙集团也成为以纺织业

为根本，集团化发展的企业，旗

下公司先后获得“中国流行面

料”入围企业，“中国流行面料”

吊牌企业，“中国流行面料”质量

认证企业，广东省高新技术企

业、广东省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企业、“广东省连续十年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

称号，被南海区人民政府列为首

批“雄鹰计划”重点扶持企业。

在外人眼中，作为一个离开

故乡到西樵打拼的女性，万顺妹

在西樵的成功一如她的名字般

万事顺利。但她知道，自己的成

功正是得益于西樵的包容。很

多公开的场合，她总是提起刚来

西樵投资办厂时，见到时任西樵

镇镇长，镇长曾对她说过一句

话，让她感动了一辈子：过了西

樵大桥就是西樵人。

虽然万顺妹公司名字里有

象征家乡瑞安的“瑞”字，但万顺

妹的根确确实实扎在西樵了。

万顺妹说，近年来，随着劳动力

成本的上升，不少人劝她将企业

搬出西樵，到生产成本更低的越

南、柬埔寨，家乡也对她伸出了

橄榄枝，甚至还有人劝她卖掉企

业移民国外享乐，但她都断然拒

绝了：我这辈子哪里也不去，没

有比西樵更好的地方。“我不仅

把户口迁到了西樵，还带着儿子

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孙一起

在西樵工作、生活。”

过了西樵大桥就是西樵人

尽己所能
捐资助学送温暖

30多年来，万顺妹带领企业发

展壮大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一直

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不论是助学

扶贫、扶老助残、探访慰问等各项慈

善公益活动，她都积极出钱、出力，

2019年获评“南海好人”。

从2005年至今，她参与社会

各项慈善公益活动，例如2005年

向西樵山森林公司捐赠10万元，

2010年在西樵镇慈善公益百万行

活动中捐款10万元；2011年向南

海义工联捐赠一辆价值20万元的

汽车，向中山大学博物馆捐赠10万
元；2019年，她远赴四川越西县、怀

集坳仔镇等地进行捐赠扶贫，并在

中秋节前慰问了西樵消防中队等。

去年，万顺妹随企业家考察团，

来到佛山对口帮扶的大凉山。当考

察团来到布拖县特木里镇则洛小学

时，万顺妹留意到，不少学生都穿着

单衣单裤，在寒风中做课间操。她

马上向校长了解情况，并向学校

300多名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捐赠

了一批冬装。

万顺妹还记得，当时考察回到

佛山后，佛山的天气很热，没有商家

提前囤积那么多学生冬装。随后，

她发动朋友四处寻问，又联系厂家，

最终花费18.8万元，购买了1421
套服装寄到特木里镇则洛小学。同

时给昭觉县小学捐赠了价值5万元

的保暖衣物。

同样，2016年成为南海区政

协西樵工委会特邀委员的她，南海

区政协赴对口扶贫村捐赠助学，她

都积极参与其中，并现场捐赠3万

元。她常说：遇到需要帮扶的事项，

只要自己能力允许，我都会尽全力

帮助。

如今，瑞龙每年划拨一笔资金

用于社会公益，为贫困山区学子提

供扶贫助学服务，为周边辖区的孤

寡老人提供慈善慰问服务。

文/珠江时报记者戴欢婷

通讯员叶宁 邹永榆

■ 2019 年 5 月

21 日 ，万 顺 妹

（左二）跟随南海

区政协副主席黄

庆添（右一）率队

的扶贫组到凉山

州越西县扶贫，

考察移民新村并

入户慰问彝族困

难群众。

通讯员/袁伟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