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12月 18日，在郏县茨芭镇竹园沟
村的兆卿箱包公司车间里，几十名工
人在机器前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40岁的女工宋佩丽说，他们承接
的都是外贸单，工序相对复杂，要求
高，“但干的时间长了，也不觉得有多
难。而且现在车间里都是熟练工，大
家相互配合，干得多，收入也多。”原
先，她和村里的留守妇女都是趁农闲

的时候外出打工，或干点零活补贴家
用。后来，村里建起产业扶贫车间，张
中峰回乡建起箱包公司，安排家庭贫
困成员及闲散人员就业，实现共同增
收致富。

回乡创业历经波折
57 岁的张中峰性格随和又不乏

幽默，他说：“从 1998年到2017年，我
一直领着工人四处包工程修路，虽然
很辛苦，但并不像现在投入这么多心

血，做这么细致的活儿。”而在成立箱
包公司之前，他还经历了一段艰难的
转型之路。

“刚开始，这里是按照制衣车间打
造的，50多名工人，两条流水线，没想
到上线以后活儿太少，勉强维持了半
年。然后通过朋友介绍，才把眼光转
向箱包行业。”张中峰至今记得 2017
年腊月二十六他开车到许昌箱包市场
考察的情形。当时天下大雪，路上又
湿又滑，他一边想着如何把制衣车间
改成箱包车间，一方面又担心资金问
题。“我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既然
把工人都招来了，大家又都盼着，那就
再赌一把吧。”回家以后，他又筹措资
金买了新设备，高薪聘请了技术员，每
天跟工人一起干活、学习、查件。如
今，车间里的各种机器设备，他都能一
一熟练操作。

找业务员、接订单，他通过多方联
系选定了三家，当时对方也分别派人
到他的箱包车间进行了考察。“其实这
就是一个双向选择和比较的过程。”最
终，张中峰和其中一家签订了长年代
理加工合同。现在，他们代理加工的
工具包、保温包等已经销往欧美等国
家，年产量上百万件。

乡邻齐心实现双赢
销路打开了，产量得跟上，需要

的工人也越来越多。
“现在车间里工人有四五十人，

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干。”女工谢战梅
说，她家经济负担比较重，所以对于
这份工作她还是比较看重的。“老板
不拖欠工资，对员工也很照顾，如果
谁家遇到啥事需要请假只用说一声
就行了，也不扣工资。所以咱拿人
家的工资，更应该把活儿干好。”谢
战梅说。

一个工具包，简单的需要四五道
工序，复杂的则要几十道工序。从冲
裁、折边、合包到最后发货，中间不能
有任何差错。“另外，外贸单通常要得
都很急，集装箱、货轮时间点也卡得
比较紧，如果不能按时出货，对方可
能就不要了。”对此，张中峰说，工人
们从没让他失望过，而且干活很用
心，从创建公司到现在没有出现过大
返工的情况。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去
年春节前的一个加急单：2万件保温
包，当时雪下得路都走不成，工人们
还是想办法赶到车间，加班加点完成
了任务。

对于工人们的信任和热忱，张中
峰表示他一定会把公司更好地经营
下去，而且他已经到外地考察，准备
再拉回来一条电子生产线，继续扩大
生产，为工人们创造更好的就业条件
和福利。

张中峰：从干建筑到回村带头致富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12月 13日，汝州市新体育中心的
汝州市剪纸艺术传习所内，创办人王
荣珍（原名戎真环）正在指导77岁的
叶秀英和9岁的杨汶衡剪纸。

从小耳濡目染学会剪纸，王荣珍
后因一套“天赐良缘”刻纸，转移事业
重心，开办剪纸艺术传习所，在通过
售卖剪刻纸获得收益的同时也把这
门传统艺术传授给更多人。

与剪刻纸的“天赐良缘”
今年 49岁的王荣珍出生在汝州

市米庙镇双郭楼村戎氏家族剪纸世
家，奶奶和母亲的剪纸技术都很好，潜
移默化中，她慢慢也学会了剪纸。

初中辍学，后结婚生子，33岁下
岗。2008年5月份，王荣珍不慎摔伤：

“一开始腰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双上
肢各有两处骨折，几乎没有命了，那时
候没有人想到我还能站起来。”

2008年底，王荣珍竟然重新站了
起来。必须改善生活状况，她先在小
区内开小卖部，后找了个临街铺面做
十字绣生意，同时自学了装裱。

2011年前后，有客户先后要求装
裱两套李政老师的刻纸作品“天赐良
缘”。

“第二套在装裱的时候因为缺材
料所以等了一段时间，谁知竟不慎丢
失。那时候李政老师已经生病，根本
无力再重新刻制作品。”王荣珍想着自

己反正也有剪纸功底，就在电话里向
李政老师请教，又反复观察第一套装
裱好的作品，经过无数次练习，最终掌
握了刻制作品的方法和诀窍，临摹出
一套。

这套“天赐良缘”作品也让王荣珍
与剪刻纸结缘。她从此开始研究剪刻
纸，并经常到外地观摩学习，拜访剪刻
纸 大 家 ，也 因 此 结 识 了“ 中 原 神
剪”——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陈子豪。

“陈老师老家在鲁山，人很好，给
了我很多指导不说，还提供了很多剪
刻纸方面的学习资料和参加各种活动
的机会。”王荣珍说，参加商业活动会
给一些车马费，在活动现场还能售卖
一部分剪刻纸作品，她家的经济条件
也逐步得到改善。

赚钱、传承“两不误”
一套“天赐良缘”刻制下来，激发

了王荣珍对剪刻纸的热爱之情。她把
剪刻纸作品装裱后摆在店内，吸引不
少客户购买。

在传习所的墙壁上，挂满了“钟
馗纳福”“国色天香”“嫦娥奔月”“福”
等剪纸、刻纸作品。“这套‘国色天香’
共 4 幅，一套售价要 1万多元。‘钟馗
纳福’比较畅销，一幅要 3000 元，今
年做了 20 多幅，已经卖完了。这几
年有不少人知道我会剪刻纸，还有人
专门来定制，比如说这个小蝴蝶作
品，今年有人定制了 50 幅。”王荣珍

说，售卖剪纸收入还可以，有跟着她
学习的学生在这个行业内发展，收入
不错。

在挣钱的同时，从 2013 年以来，
王荣珍还开设公益培训班，进学校、进
社区，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六七
岁的孩童，称她为“老师”的有数千
人。她说，大家不一定都要学，只要能
感受到剪刻纸的美就好。

汝州市城北小学教育集团少先队
大队辅导员刘菲璐说，他们学校今年
专门成立了剪纸社团，邀请王荣珍每
周给孩子们上课。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一些剪纸基
本功，会剪单喜、双喜和花。”该校四年
级学生秦雪情说。

王荣珍目前是汝州市剪纸项目
的申报人、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8 年，传习所
被评为“平顶山特色文化基地”，2019
年，王荣珍被评为平顶山市乡土拔尖
人才。虽然年龄一天天增长，但是王
荣珍的热情却丝毫不减：“现在传习
所初成规模，等过两年还要继续扩
大，赚钱只是一方面，能为剪纸传承
继续发挥余热最重要。”

王荣珍：赚钱传承“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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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珍（中）在传习所里指导学员剪纸

张中峰（右）在公司车间查看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