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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4月13日晚9时56分，中央电视台
十七套农业农村频道《遍地英雄》栏目
以《“巧妇”铺筑姐妹家政路》为题，对郏
县巧媳妇基地负责人李淑娜的创业事
迹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专访。

昨天，记者与李淑娜联系时，她正
在整理教材，准备为学员们上微课。“受
疫情影响，我们目前停工了，利用这段
时间在线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为复工
做好准备。”李淑娜在电话中说。

下岗工矢志不渝再创业

据李淑娜介绍，1995年，她从平顶
山矿大水泥工艺专业毕业后进入郏县
国有企业天广水泥厂工作。2002年下
岗后，一个偶然的机缘让她踏进了月嫂
行业。2006年，她潜心学习带娃技能，
白天听老师讲课记笔记，晚上在家巩固
练习，用“娃娃道具”进行魔鬼训练，一
遍遍重复给“娃娃”包裹、抚触、拍嗝、穿
脱衣服和纸尿裤等内容。上门服务期
间，她对待客户细心用心贴心，并将宝
宝的身体状况及日常细节都详细记录
在本子上，这为她几年后编辑月嫂培训
教材留下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2010 年，李淑娜成立了月嫂服务
团队，带领一帮姐妹“滚打”在家政服务
行业。2012年，她在郏县成立了金宝
巧媳妇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虽然工作忙，可她仍
不忘刻苦学习，2012年考取了教师资
格证，2014年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证。李淑娜说，培训员工、对客户
进行心理疏导时，这些知识都用得上。

带动姐妹共同创业致富

郏县妇联副主席郭玲介绍，家政服
务公司成立后，为更好地规范服务，李
淑娜编写了《孕友》《月嫂服务日志》。
之后，公司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研讨，经
省妇女干部学校专家教授多次指导、修
编，又印制了《家政教材汇编》上下册。
公司还先后到13个乡镇、30多个村免
费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尤其对贫困山区
妇女，送课到家门口，提高贫困妇女的
就业创业技能，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
户到公司就业，帮助她们脱贫致富。

郏县渣园乡望月河村村民郭秋端
家庭贫困，其丈夫身体不好，全家4口
人的生活重担全靠郭秋端一人支撑。

李淑娜得知情况后，免费对她进行月嫂
技能培训。郭秋端虚心学习、细心服
务，经过两年多的锻炼，她现在每月收
入在 6000元到 8000元之间。“要不是
李淑娜，哪会有我的今天……真是太感
谢她了！”郭秋端说。

“公司员工大多都不富裕，还有很
多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逢年过节，李淑
娜都会给部分员工送米送面。”员工邱
书青说。

据员工王亚楠介绍，李淑娜平时很
关心员工的思想、工作动态，积极为她
们解决后顾之忧。2017年，李淑娜在
公司下设了平顶山巧媳妇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婴幼儿水育馆、产后恢复中心、
心理咨询工作室、爱心红娘工作站，安
置员工 42 名，让家政服务走向多元
化。公司还聘请了省妇女干部学校的
高级讲师为员工授课，提升员工的专业
素质和服务水平。

去年，公司扩大了规模，在洛阳市、
宝丰县下设了两个加盟店。

致富不忘回报社会

据郏县妇联主席杨智慧介绍，李
淑娜在创业成功后不忘回报社会，每年
三八节、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她都要举
办表彰活动或发放福利，奖励优秀员
工。每年重阳节，她还组织员工带着自
制的花样面点、水果等到敬老院慰问，
给老人们打扫卫生、修剪指甲、洗头按
摩、表演节目等。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李淑娜积极响应郏县妇联的倡议，组织
员工捐款捐物，为郏县东城街道5个社
区卡点、龙山街道5个社区卡点、县集
中隔离卡点、福利院和爱心粥屋等地，
送去了方便面、糕点、饼干等生活物
资。李淑娜还积极参加郏县妇联心理
咨询志愿者队，服务他人。

自3月11日起，李淑娜组织公司员
工在全县开展了“你们守护世界，我们
守护你”主题公益活动，对全县医护工
作者及家属免费开展肩颈疏通、艾灸等
活动。截至目前，共有37位医护工作
者及家属受益。

在李淑娜的带领下，她的月嫂家政
服务公司蒸蒸日上。公司累计培训家
政服务人员 1800多名，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低保户80多人，解决了本地大
量富余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017年，该公司被平顶山市妇联、
郏县妇联授予“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李淑娜个人也获得了多项荣誉。
2019年3月，她当选为平顶山市妇女代
表，被郏县妇联授予“巾帼创业明星”称
号。

4月13日，李淑娜接到郏县妇联的
通知，称她的创业事迹要在央视播出，
她特别激动。当晚，她和家人一起收看
了节目。

“感谢这么多人关注我，今后我会
再接再厉，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带
动更多姐妹走上致富路！”李淑娜说。

“巧妇”铺筑姐妹家政路

郏县巧媳妇李淑娜登上央视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妈妈，别不管
我，我还想上学呢。”昨天上
午，在鲁山县赵村镇中汤新
村一农户家，小女孩阎姿晗
哭着说。“妈妈没有不管你，
妈妈有事出去了一会儿。”
30多岁的陈海莲听到孩子
的呼喊，赶紧来到床前抱起
女儿。

阎姿晗今年9岁，两个
月前，她的左腿突然疼痛肿
胀无法行走，后被多家医院
诊断为左股骨远端骨肉
瘤。阎姿晗在鲁山县医院
治疗一段时间后转到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化
疗，直到前两天才回到家。

“我家本来就是个欠账
户，这下更难了。”阎姿晗的
父亲阎建巧无奈地说，他老
家 在 赵 村 镇 火 神 庙 村 ，
2005 年移民到了中汤新
村。阎建巧的父亲10年前
患脑梗，母亲有高血压，都
离不开药。大儿子还在高
中念书，阎建巧今年2月19
日又意外摔伤了头。

“女儿现在已经花了5
万多元，医生说需要手术，

费用得20多万元。”阎建巧
说，这只是保守治疗，是否
需要截肢还是个未知数。

“虽然女儿参加了新农合，
但有很多药费报不了。”

因为需要化疗，阎姿晗
剃掉头发后大哭起来，但看
到妈妈也掉泪了，她立马擦
去眼泪对妈妈说：“妈妈不
哭，就算剃了光头我也可好
看。”说到这里，阎建巧再也
忍不住眼里的泪水，他说，
女儿是个乖巧聪明的孩子，
学习成绩也好。

“目前社会捐款有3万
多元，但距离手术费相差甚
远。”阎建巧说，亲戚朋友都
借遍了，他真不知道该咋
办。

得知阎建巧家的情况
后，火神庙村村委会主任
李东升和工作人员郭庆新
来到阎家，每人捐款 200
元。“他们家真是困难，我
们村就 400 口人，村民家
都不富裕，但不少村民也
献爱心给阎家捐过钱了。”
李东升说。

临别时，记者为阎姿晗
留下200元钱，愿她早日康
复。

“妈妈，别不管我……”

鲁山9岁女孩渴望爱心救助

昨天下午，车辆行驶在前往宝丰县的241省道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让人倍感舒畅。“路边的树是30多年前种的，其
间有坏损的，也会补栽。”附近滍阳镇夏店村村民说，树木越长越茂盛，就像银行存钱一样，多年的“存储”才有了今天的收
益。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绿色走廊

李淑娜在备课 受访人供图

□记者 王春生 文/图

本 报 讯 为期三天的
“文化名家鹰城行”建言献
策暨集中创作活动昨天在
汝州市启动。市委宣传部
组织邀请 8名省内知名文
化和媒体专家学者来我市
参加此次活动。

莅平的专家有河南电
视台原副台长杨诚勇；省作
家协会原主席张宇；河南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萌
芽；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电
视台原知名主持人、制片人
段晓华；河南美术出版社总
编辑许华伟；河南文艺出版
社作家、编辑陈静；知名历
史学者、楼兰学人宋功；河南
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负责
人、资深文旅记者段晓琳。

专家学者们先后来到
汝州城市中央公园、滨河公
园、汝州国家湿地公园暨沙
滩公园、汝瓷小镇、中大街

历史文化街区、张公巷遗
址、青瓷博物馆、龙山花海、
风穴寺等地参观考察，并听
取文旅资源推介工作介绍。

张宇30多年前来过汝
州，参观考察风穴寺时，他
说，风穴寺中的唐塔、宋阁、
明殿非常宝贵独特，要加强
保护，做好文化传承。“这些
古建筑30多年前就让我非
常震撼。”

“风穴寺里众多古建筑
有丰富性、奇特性两大特
性，同时又有观赏性，这很
难得。”杨诚勇说，汝瓷是汝
州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要
围绕这张名片做文章，不光
要走入庙堂，还要走进民
间，做到雅俗共赏，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
作用。

据悉，今明两天，专家
学者们还将到郏县、宝丰
县、新华区、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等地考察。

“文化名家鹰城行”
建言献策活动昨启动

专家学者参观考察风穴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