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4 日，康龙众口韩

店基地 2000 亩谷子开镰收

割。为抢抓农时节令，公司

积极组织，调度农机，减少

收获环节粮食损失。

该基地依托‘康龙模

式’对土壤改良的结果，坚

持有机标准化生产，科学选

种、精准施策、精心管护，为

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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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红，我来交工了，这是缠好的管，你赶紧给

登记一下，我赶着接孩子呢！”9月29日，临近中午，

闹店镇周营村留守妇女姜乐准时来到曹翠红家交

工。

每天临近中午和傍晚时分，曹翠红家的院子里

都格外热闹，村里从事假发编织的留守妇女们抱着

自己完成的工序接踵而至，争相交工。相同的话

语、不同的面孔、忙绿的身影和周围摆放的一筐筐

未完工的假发交织在一起，使这里门庭若市。

“外出打工总想念孩子，而且在外面挣的工资

除去吃喝开支和房租，一个月也剩不了多少钱；在

村里做假发加工，不但能照顾家，钱还净落，两全其

美！”姜乐说。

姜乐是周营村假发饰品加工厂的一名编织工

人，在厂里已经干了四年。成为“熟手”后，她把机

器搬回家中，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后，顺道去曹翠

红家取原料，利用空闲时间给假发缠管；接孩子时

再顺道把当天缠好管的假发交到厂里，挣钱、顾家

两不误。

今年46岁的曹翠红是周营村有名的“巧媳妇”，

她不但通过自主创业实现了增收致富，还使村里60

余名留守妇女不出家门就有工作。

曹翠红接触假发编织还得从村里招商引资来

的假发编织厂说起。2005年许昌瑞美发艺有限公

司在闹店镇周营村设立了假发加工厂，专业生产

假发发套。当时作为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心灵

手巧的曹翠红很快便掌握了假发发套的编织技

巧，并迅速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计件工资能拿到

1500余元，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算是打工妹中的

“佼佼者”。但好景不长，2008年，假发厂因为布局

调整，从村里撤走了，因此曹翠红和在厂里工作的

一众姐妹便失了业。想到这么多人空有假发编织

的手艺却没有活干，曹翠红便萌生了自己开办假

发饰品加工厂的想法，于是她找到了原假发加工

厂负责人，决定实行“订单”生产。由许昌瑞美发

艺有限公司为曹翠红提供假发原料，而她则负责

组织厂里原来的工人完成代加工，将成品上交给

公司即可，无需发愁销路。于是曹翠红便购买了

机器、召集起原加工厂里的部分工人在自己家办

起了假发饰品加工厂。

十几年的经营中，曹翠红加工厂的假发种类随

市场不断变换，工人基本保持在60余名左右，每月

产量都在2万多套以上。近两年，根据村里留守妇

女多为中老年人的特点，曹翠红与许昌瑞贝卡公司

合作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的非洲脏辫，有分支、绑头、

缠管等诸多工序，但每道工序都很简单，容易上手，

劳动强度也不大，因此使许多大龄妇女也找到了就

业门路，现在在加工厂工作的60岁以上的留守妇女

就有10人。她们根据自己的年龄和编织工序的简

易程度分别认领不同的工序，利用闲暇时间工作，

工资按照计件每月可拿到1000元—3000元不等，每

名工人每年仅此一项，能增加一万元左右的收入。

为了方便，30余名妇女在熟练后把缠管的机器搬回

家中，利用空闲时间在家里工作，这样居家化生产、

订单化销售，真正实现了妇女持家、挣钱“两不误”。

一个巧媳妇，带领一家富；几个巧媳妇，带动

全村富。周营村把假发编织做为“一村一品”产

业继续发展壮大，让更多的留守妇女用巧手创造

自己的幸福新生活。

（王向丽 张军伟）

留守妇女巧手编织幸福生活

“以前我自己种地，

每亩地收益 800 块钱，如

今把土地流转给优然牧业

种植高粱，每亩地收益翻

了一番。”9 月 28 日，在前

营乡袁庄村，村民张保国

望着即将成熟的高粱高兴

地说。

袁庄村这片曾经散乱

种植的土地，现在是前营

乡高粱种植园，也是前营

乡连片面积最大的高粱种

植基地。2019 年，优然牧

业将土地流转后，开始大

力发展高粱种植，携手带

动周边9个村的2000多位

农户创业就业、共同致富。

近年来，前营乡大力

推进土地流转，各村以“依

法、自愿、有偿”为前提，加

大土地流转规模，目前全

乡 13 个行政村已完成流

转工作。土地“转”起来，

农民富起来，随着土地流

转规模不断扩大，土地产出效益明显增加，农

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据测算，凡参与土地

流转的农户，包括外出务工收入在内，平均增

收在1倍以上。

“农村土地流转推动标准化、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既有效保证了农业产业化中农产

品的质量问题，也充分保障了农户的收益，解

放了农民的双手，实现了双赢甚至多赢。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土地流转规模，促进农

民增收。”前营乡负责人表示。 （郭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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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在石桥镇竹园村一处干净整洁的农家院里，

老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有唱戏的、拉弦的、打牌的、下棋

的……人们有说有笑，小小的院子成了村子里最热闹的地

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石桥镇竹园村的幸福院，每天都给

老人们带来无穷乐趣的地方。

据了解，今年年初，该村争取上级资金6万元，租赁群众

闲置房屋打造起了这个幸福院，免费为村内老人开放，院内

设有阅览室、休息室、棋牌室，院内还配备了电视、沙发、图

书、空调等设备。刚建成的幸福院立马成为了全村老人的

“焦点”，每天闲暇时间就凑在幸福院内拉家常、唱大戏，自

娱自乐，小小的院子为老人的枯燥生活带来了大改变，获得

了更多的幸福感。提起村内打造的幸福院，群众拍手称好，

老百姓纷纷点赞。

近年来，该镇为实现群众“物质精神双丰收”，在积极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基础上，大力开展精

神文明建设活动，通过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评

选、精神文明实践“百场故事汇”演讲活动、“礼敬传统文

化 守望精神家园”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电影下村、送戏下

村、义诊下村等一系列举措，极大的丰富了全镇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史军伟 郭亚旭）

打造幸福院 村民齐点赞

9月29日上午，在县乡村振兴示范试

验区王堂村小广场上，热闹非凡，该村供

销合作社举办的合作社年度分红活动正

在这里进行。

王堂村去年正式创立了王堂村供销

合作社，合作社现有老年股32股、每股股

金 2000 元，乡贤股 24 股、每股股金 20000

元。经过一年的运转，合作社在经营中取

得了一定收益，决定拿出部分收益为股民

进行年度分红，老年股每股分红200元，乡

贤股每股分红500元，同时，合作社还特地

准备了月饼、石榴、苹果等过节礼品为股

民发放。

据介绍，王堂村供销合作社是在前期

内置金融的基础上改制过来的村集体经

济组织，在改制中本着入股自愿、退股自

由的原则对原股民进行了动员，对未退出

的股民股金转移到了王堂村供销合作

社。合作社是以农业为主，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在过去一年中，合作社积极开

展了果树种植、土地流转等各项创收工

作，取得了一定收益。

王堂村党支部书记杨淑英介绍说：

“合作社是集体性质的经济组织，一年来，村两委会和合作社

克服一切困难，共同努力经营，合作社逐步做大做强，在全县

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史军伟/文 何乐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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