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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9月 8日，烈日炙烤着大地，叶县夏李
乡许岭村村部向西约200米处一排彩钢瓦
房格外耀眼，那是在 2017 年 10 月建起来
的村级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目前入驻的
是绢花加工企业叶县鑫鸿鑫工艺品有限
公司。

走进厂房，天花板上的吊扇飞速旋转，
工作台前的女工埋头苦干，一双双巧手上
下翻动，将裁剪的花瓣有序粘贴起来，一朵
朵五颜六色的仿真绢花便现出雏形。

小小绢花漂洋过海

“放心吧，我现在就准备打包，保证这
批货按时送到客户手里。”当天上午 10点
多，叶县鑫鸿鑫工艺品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李旭委在车间角落里与外贸公司负责人在
语音通话，他一边聊天，一边盘货，忙得不
可开交。“这批货是发到南美洲的，有10万
束，客户要得很急，工人们都是加班加点
地干，我们还招了临时工，可以把产品带
回家做，只要做出的绢花符合标准，我们
就按正常价格收。”李旭委递给记者一束
奶白色郁金香绢花，这就是南美洲客户要
的产品，一立方米见方的纸箱被装得满当
当，而厂房东侧的临时堆放区里有上百个
这样的纸箱子。

“咋样了老李，要是人手不够我再给你
找几个，实在不行外村的也行。”“差不多了
张书记，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马上就完工
了。”李旭委所说的张书记是工商银行平顶
山分行派驻许岭村的第一书记张秋山。
2018年 6月，叶县鑫鸿鑫工艺品有限公司
能在许岭村落地，与张秋山的努力密不可
分。两年多过去了，只要他有空，就会来到

生产车间问这问那。“想要全面脱贫致富，
必须要发展集体经济。不能光想着‘输
血’，更要学会‘造血’。”张秋山说。

许岭村位于叶县西南，属浅山区，全村
共有403户 1688人。2018年脱贫之前，村
里主要产业是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外出
务工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2017
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村级集体经济标准化
厂房建造完成，他们又与在南方发展的屈
小军联系，为他提供一系列便利措施，并把
厂子搬回了老家，生产绢花等工艺品，产品
远销欧美、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绢花变成致富花

“彩霞是俺厂的厂花，人长得漂亮，活
儿干得又快又好。”53岁的范改看到记者
在拍摄陈彩霞忙碌的镜头，忍不住就要夸
上几句。“好了吧嫂子，赶紧干活儿吧，能多
干点都能多拿点。”陈彩霞也回了一句，车
间里瞬间笑声一片。

陈彩霞是工厂建起后招来的第一批女
工，家就在厂子旁边，两年多干下来，她积
累了工作经验，有不少新人都会向她请
教。以她当天制作的白色玫瑰绢花为例，

共有8个花瓣，装配一个花瓣的工钱是1.5
分，一朵花下来就是 1.2 角。像这样的绢
花，陈彩霞不紧不慢每天都能制作四五百
朵。女工许凤莲今年42岁，有3个儿子，大
儿子和二儿子都在寄宿学校，小儿子也上
了幼儿园，家务事不多，她就在姐妹们的鼓
励下来到厂里上班。“不慌也不忙，一个月
下来能挣一千多块钱，等我下班了，正好能
去幼儿园接孩子。”许凤莲说，很感谢政府
的扶贫政策，在村里建起了企业，让她们在
家门就能得到一份收入。

63岁的魏金水是孙庵村的困难户，由
于年龄大加上来回不方便，他就做起了临
时工，把绢花带回家做。每到交货的日子，
他就拿着装好的成箱绢花坐在厂门前等着
发工资。“我年龄大了，加工绢花也不累，还
能带回家做，现在一个月挣的钱也能顾住
自己，我挺满足的。”魏金水说。

据许岭村党支部书记田金环介绍，绢
花制作简单易学，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因
此该项目一引入就很受村民欢迎。如今，
在许岭村绢花加工制作基地，上有六七十
岁的老人，下有放假来帮忙的学生，大家围
坐在一起，边说边干，谈笑间，一朵朵栩栩
如生的绢花就制作完成了。目前，该绢花
加工制作基地可吸纳 100余名工人，其中
安置贫困群众40余人，每人每月工资平均
可达1200元。为此，叶县鑫鸿鑫工艺品有
限公司还被叶县妇联、叶县扶贫办授予“叶
县巧媳妇工程”“巾帼扶贫基地”等荣誉，有
效帮助留守妇女和出不了家门的农村富余
劳动力实现了就业，真正做到了挣钱顾家
两不误。田金环说，下一步，他们要大力发
展多种产业，吸收更多的群众实现就地就
业，让许岭村呈现出“人人有事做，家家有
收入”的喜人局面。

许岭村：朵朵绢花绽放幸福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9月8日上午，在叶县龙泉乡龙泉返乡
创业园区的河南圣蒂思木业有限公司车
间，工人忙着送料、切割木材、做门、装车
等，该公司负责人李小闯在车间里时而检
查产品质量，时而协助工人包装产品向外
发货。

吃苦耐劳 聪明能干

今年40岁的李小闯出生在叶县龙泉
乡龙泉村，父母都是农民，农闲时，他们会
到集市上做布匹生意。初中毕业后，李小
闯便跟随父母卖布。20岁以后，李小闯开
始独立做事，开网吧、跑出租……农村收麦
子时，他将拖拉机改装成一台背负式收割
机，顶着烈日驰骋在麦田里收割麦子。当
年，在大型收割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李小闯
凭借改装的背负式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割
八九十亩小麦。

“收一亩小麦可挣20块钱，一天下来，
我至少能挣1600块钱。”记得有一年，李小
闯连干14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收麦子。

“麦收后，站在地上说着话我都能睡着。”这
14天，他净挣了1万多元，“心里很激动，辛
苦熬夜也值了，听说当时在南方打工一个
月才挣五六百元。”

李小闯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机
灵，又喜欢钻研学习，开网吧时他学会了
修电脑，开拖拉机时他学会了机械修理，
家里建门面房时，他又跟着水、电、泥瓦工
师傅学一些接水接电常识。现在，他公司

新购的机器安装到位后，又忙着学习操作
使用新机器及修理维护技术。李小闯说：

“如果机器出现故障，完全依靠售后人员来
处理可能会耽误生产，不如自己学会维修
更方便。”

返乡创业 木门致富

2012年，32岁的李小闯到郑州从事室

内木门制作与销售生意。几年后，他成为
室内木门制作与销售的行家里手。

2015年，受龙泉乡政府工作人员招商
引资的指引，李小闯决定返乡创业。同年
10月，他投资 180万元成立河南圣蒂思木
业有限公司。2017年 5月，该公司投产后
招收 70 多个工人，他们生产的木门及家
具畅销中南六省，年销售额达 3000 多万

元。
龙泉乡小河王村村民罗五今年 41

岁，她有 3 个孩子，丈夫在南方打工。她
在李小闯的公司一边打工，一边照料孩
子，守在家门口一个月就能挣 1500 元的
工资。

叶县叶邑镇大王庄村贫困户王海元
一家三口都在李小闯的公司打工。半年
前，王海元的儿媳因患恶性脑瘤，花费
数十万元也未能留住性命。得知王家
的窘境后，李小闯把王海元老两口和儿
子王志刚招入公司，给王海元老两口各
安排一份保洁工作，让王志刚在公司当
货车司机，现在一家三口月收入有 7000
多元。

谈及此事，李小闯说：“财富不是自己
的，财富是社会的，当（个人）财富达到一定
程度时，就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有德
行，厚德才能载物。”

龙泉乡党委副书记毛建河说，李小闯
是第一个进驻龙泉返乡创业园区的，他曾
经为当地十几个贫困户提供公益性岗位
帮助他们增收脱贫。目前，李小闯的公司
有120多个员工，在他的带领下，如今龙泉
返乡创业园区已有 14名在外创业成功人
士陆续进驻园区投资建厂，吸引了大量周
边群众进厂务工。

此外，李小闯还在龙泉乡大何庄村建
成投产了一个洗衣液工厂，引进一个7000
万元经济项目即将建成，流转300亩土地
种植的花生已到收获季节，届时大何庄村
村民就会享受丰收成果。

李小闯：木制门打开致富门

扶贫车间里女工在加工绢花

李小闯在车间操控∪V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