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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投产后，为了寻求订单，典爱军
夫妻把生产场景拍成视频，带着去郑州、
洛阳、青岛等地寻找合作伙伴。刚开始，
对方都是给2双或者5双鞋让他们回来加
工，做好成品之后再带回去让人验货。就
这样，凭着过硬的技术和质量，厂里订单
不断，年净利润近20万元。

“我们现在加工的是足力健的订单，虽
然今年遇到了疫情，但我们厂里的订单一
直不缺，目前缺的就是人手。学生都没开
学，很多工人还在家没有复工。”典爱军说。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从昔日的贫困户到现在的致富带头
人，典爱军在致富的同时，不忘带动本村
及周边村民一起致富，邀请贫困户到她的

鞋面加工厂上班，按量计工资。
“下一步我们还要扩大规模，设立加

工点，带动更多的妇女姐妹足不出村脱贫
致富，让家家户户过上小康生活。”面对未
来，典爱军充满信心，她告诉记者，日子渐
渐好了，相信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脱贫
致富不再是梦。

如今，典爱军的厂子里有六十多岁的
大娘，五十多岁的婶子，还有三四十岁的
姐妹，大家在一起依靠自己的一双巧手，
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鞋面加工厂现在
年产值已达200万元，被叶县妇联命名为

“巧媳妇创业就业基地”。今年，典爱军
还光荣地获得了“河南省乡村出彩巧媳
妇”荣誉称号。

扩大规模 一起致富

“咱得去李金河家看看，他两口去郑州
看病了，家里就俩孩子。”说罢，吴俊英和陈
龙飞、段亚南往李金河家走去。

“孩子，吃饭没？”“吃了。”吴俊英径直
走进屋里，看到茶几上的盘子有几片焦煳的
虾片，就对伟博说：“少吃油炸食品，要是不
想做了来跟着我吃也行。”伟博12岁，近些日
子独自一人在家照顾5岁的弟弟舒博。

“来，看看你的作业。虽然还没开学，
但功课不能落下。”说着，吴俊英搬来木凳，
开始检查伟博的作业，调皮的舒博也凑了
过来。

说起这家贫困户的情况，吴俊英只想
抹眼泪。李金河患有慢性病基本丧失劳动
能力，妻子姚彩婷身患肝癌，4名子女均在
求学，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刚到白炼堂村，
李金河一家的情况就引起了吴俊英的关
注。吴俊英不仅为他们一家申办了低保，
与李金河长子李骏博所在学校协调，帮他
申请了每月300元的特殊救助，还借助“轻
松筹”“水滴筹”等网络救助平台，为姚彩婷
筹集医疗救助款33万余元，并发动单位同
事和亲朋好友献爱心。“都不容易，尤其是
看着孩子，心里难受。”吴俊英说。

因病致贫 全力救助

巾帼木兰 不输儿男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妹子，最近身体咋样？孩子都在家吧？我拿了些衣服，让孩子们出来试试吧。”5月7
日上午，天空有些阴沉，卫东区工信局驻鲁山县磙子营乡白炼堂村工作队队长吴俊英和成
员陈龙飞、段亚南来到李春娥家走访。

李春娥患有慢性病，平常只能勉强做点家务和照顾孩子，丈夫李二延在外打工。
“小美女过来，阿姨给你带了公主裙，你穿上试试。”5岁的小雅嘴里还嚼着馒头，笑眯

眯地跑了过来。吴俊英为小雅穿上裙子，旁边的李春娥笑开了花。
不只李春娥一家，吴俊英这次从市区过来，车里装了满满一箱童装，还要带给村里其

他孩子。

驻村干部中，女将并不多见。2018年5
月，吴俊英接受组织委派，来到鲁山县西北
部深山区的背孜乡葛花园村，担任驻村工
作队队长。

“山区和景区真是千差万别，虽然我做
了心理准备，可到了驻地，还是有点傻眼。”
吴俊英说，当她看到满地蛆虫的旱厕、窄小
潮湿的屋子和布满蛛网的墙壁后，心里五
味杂陈。但当抬头又看到满眼期待的村民
后，她告诉自己，来了就要坚持下去。

葛花园村地处山区，地广人稀、人口分
散，走访不便。吴俊英刚到村上时正值盛
夏，密林闷热，山岗暴晒，可是她硬是走遍
了每个角落。

吴俊英了解到，由于各种原因，村里水
井大多干枯，周边河流达不到标准，饮水问
题亟待解决。“水是生命之源，这点都保障
不了，大家怎么可能会生活幸福。”吴俊英
一边向上级反映，一边与鲁山县相关部门

联系协调。功夫不负有心人，村里建起了
水塔，多年吃水难题得以解决。

为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吴俊英与村两
委协商组建起三支广场舞队伍。她发挥自
己的特长，利用闲散时间带着姐妹们边学
边练。队伍从最开始的 18 人扩大到 62
人。她还联系卫东区辖区爱心企业为舞蹈
队配备了服饰、鞋子、音响等。

忙碌的工作加之饮食不规律，吴俊英
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一个月瘦了7.5公斤。

她的付出，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离开葛花园村时，吴俊英和队员李旭耀、王
优美收到全村赠送的印有“真心驻村 热心
帮扶”的锦旗。

“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干起工作来比有
些爷们都下劲儿，说她是花木兰真不错。”葛
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张晓文说，虽然吴俊英离
开他们村一年多了，但当大伙儿们喝到甜滋
滋的水时，都不会忘了这位“挖井人”。

建起水塔 组起舞队

在葛花园村工作了近半年后，吴俊英
受组织委派，带领队员来到白炼堂村驻村
工作。“你们看这片地，以后就是我们的文
化广场。”白炼堂村党支部委员李来成所说
的地方原来是个坑塘，遍布垃圾、污水，吴
俊英到来后，协调资金、回填坑塘、打好地
平，雨季后准备建起文化广场。

白炼堂村总人口3152人，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66户206人。为给村民拓展持续
稳定的增收渠道，吴俊英带领队员在全村
积极推广黏玉米种植加工项目；利用靠近

水库的优势发展水产养殖业；引导村民与
卫东区辖区企业积极对接，解决企业用工
与贫困户劳动力释放问题；利用工信部门
的优势组织开展电商人才培训，鼓励村民
利用电商平台销售特色农副土特产品，成
功开办“飞黄腾达商贸”电子商铺；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的重度残疾人申请无障碍改
造设施；先后为12户贫困户落实危房改造，
帮助61户贫困户享受“六改一增”政策；成
功修建户户通道路8190米……截至目前，
全村已脱贫53户175人。

脱贫增收 多管齐下

一人小康姐妹获帮

□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裁剪、喷胶、包棉、压平……5月7日上午，叶县洪庄杨镇洪西村鼎盛鞋面加工厂约
300平方米的车间里，40多名女工紧张有序地工作着。加工厂的负责人典爱军穿梭在
流水线中，不时指点一下工人们手中的活计，看到哪里做得不对，就手把手地教。

“华华，来给她数数做了几件。”看到
贫困户曹川勤提着穿好鞋带的鞋面走进
车间，典爱军忙喊车间的小组长杨华华。

记完数，杨华华手脚麻利地又给曹川
勤数了 50 多件鞋面，让她带回家干活。
曹川勤的丈夫患脑梗留下了偏瘫后遗症，
需要常年吃药，家里还要两个正在上学的
孩子和老母亲需要照顾。典爱军知道后
主动找上了曹川勤，让她来厂里干活，考
虑到她家的实际情况，就让她把活儿带回
家去干。

曹川勤说：“我在这个厂里已经一年
多了，她（典爱军）对我很关照，忙时忙农
活，闲时进厂把手工活儿带回家干，每月

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基本解决了生活开
支。”

今年45岁的王贵云是河北高村的贫
困户，丈夫患有脑梗，长期卧床，家里还有
个年近九旬的公公，生活的压力一度让王
贵云喘不过气来。典爱军知道她家里的
情况后，也是主动找上门，鼓励她到厂里
干活。“现在能在家门口工作，还能照顾家
人，每个月能赚1000多元，给家里减轻了
不少负担，而且老板人很好，家里有事可
以随时去忙。”王贵云的话中充满了感激。

可谁也不曾想到，如今每年收获净利
润近20万元的典爱军，几年前也是一个
贫困户。

开办工厂 帮助乡邻

今年45岁的典爱军是洪庄杨镇河北
高村人，2000年，她和丈夫高万强一起到
南方鞋厂务工，生活条件还不错。但是这
种日子没持续几年，高万强因为腰疼，被
确诊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再干
重活。无奈之下，夫妻俩返回家乡。但
家中仅有 3 亩薄田，加上老母亲常年服
药、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他们的生活陷
入困境。

“严重时他每天只能躺在床上。”为了
给高万强看病，典爱军四处求医，慢慢地，
高万强能下地走路，干一些轻活儿。2016
年，典爱军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从被评为贫困户那天开始，典爱军夫
妻俩就总感觉抬不起头，一心想着如何摘
掉贫困帽子。在县政府和帮扶人员的扶

持下，2016年，他们承包了35亩土地种植
花生和小麦，经过艰辛的劳作，一年后摘
掉了贫困帽子。

脱贫后，考虑到高万强的身体，典爱
军不想再包地。她想利用自己在鞋厂打
工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在家乡创办鞋面加
工厂。叶县副县长王红敏是典爱军家的
帮扶责任人，了解到典爱军的这一想法
后，便鼓励他们夫妻把想法付诸行动，“既
然你们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就开始干
吧，你们致富了，还能带动更多贫困人员
脱贫。”

在县领导的鼓励下，典爱军东拼西凑
筹资近50万元，采购设备、招聘工人，2018
年 6月，注册成立了鼎盛鞋面加工厂，开
始了创业之路。

因病致贫 努力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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