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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在商城县金刚台镇卢店村红灯笼种植园里，果农正在采摘大红桃。近年来，该村成功人士程东福
返乡创业，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种植夏桃、冬桃共70余亩，打造生态观光采摘园，年产值80余万元，带动全村
17户农民分红增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新春 摄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

6月21日，位于清丰县阳邵镇

报录村的领恒纺织有限公司车间

内机器轰鸣，纺织女工们正加紧赶

制一批毛巾的国际订单，小小的毛

巾打通了村里留守妇女的致富路。

该公司总经理韩丽娟在纺纱、

织布、锁边、包装等车间来回查看，

确保每一道工序高质量运行。

1996 年开始创业的韩丽娟，

从起初的负债累累奋斗到现在的

承接国际订单，在站起来、富起来

的同时，她不忘村里的姐妹们，从

零开始培训女工，如今不少女工已

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在这里上

班，离家近，工资高，一个月能挣一

万多元。”工人张金玲说。

为了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韩丽娟设置了 2个加工点，

辐射带动 3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

业，年销售额5000余万元，企业生

产的订单产品全部出口到迪拜、美

国等国家和地区。

“日子好了，我就想为乡村振兴

做一点贡献，希望能带领村里的留

守妇女增收致富，让她们不用出远

门就能过上幸福生活。”韩丽娟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建勋 李颖 文/图

6月 19日上午，在平顶山市新华

区新鹰小学多功能教室内，课桌上摆

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料、丝线、挂饰配

件。“缠线是缝香包的第一步，线要一

根一根码好，各种颜色的线可千万不

能乱了。”“香包奶奶”郭巧莲正耐心地

给学生们讲授香包制作步骤。

已近耄耋之年的郭巧莲，眼不花

耳不聋，绣香包的技术十分娴熟。不

到三分钟，一个精致小巧的鸡心香囊

就做好了。

郭巧莲家住新华区湛北路街道八

中北街社区。作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

会会员、河南省高级民间艺术师、平顶

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包）代表性传

承人，她绣法多、技法好，缝制的香包

做工细腻、外观精美，既富含民间文化

内涵又极具有个人特点。

平日里，郭巧莲总是随身携带着

各色丝线、钩针、亮珠及香料等，随时

随地缝制香包，50年来送出亲手缝制

的香包 3万多个，大家亲切地称她为

“香包奶奶”。

郭巧莲出身于香包世家，从小跟

着外婆学针织、刺绣、裁缝手艺。幼时

的耳濡目染，让郭巧莲开了眼界，也学

会了多种绣法，十三四岁她便开始给

家人和邻居做香包，也做一些简单的

衣帽配饰等。

多年来，郭巧莲缝制的香包都是

自己构图、自己打样，巧妙地利用各种

布料制作成摆件、挂件、配饰等多个系

列近百个品种，备受人们喜爱。简单

的香包，她一天能做三四个，复杂的两

天能做出一个，这些年光是缝制香包

的原材料就花费数万元，但她全部将

精心制作、寓意美好的香包免费送给

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和一线医务工作

者、抗洪抢险救援人员、孤寡老人、困

难群众等。

2018年 9月，郭巧莲的手工刺绣

作品，被列入第四批平顶山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

名录，成为平顶山市民俗文化的一张

名片。

“香包奶奶”名声传出后，许多市民

和外地朋友慕名而来，专程找到她做香

包，大家还把香包带到了省外、国外。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近几年郭巧

莲更加致力于香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

发展。空闲之余，她经常到学校、社

区、企业等传授香包知识和技艺，让更

多的年轻人认识香包、喜欢香包。

“手工制作香包是老祖宗留下来

的民间技艺，不能在咱们手里失传

了。”郭巧莲说。

2017年，郭巧莲在社区的帮助下，

成立了“郭巧莲大师非遗传承工作

室”，每周一开课，义务传授刺绣手工

技艺。截至目前，累计已有近百名市

民免费学习香包制作技艺。

□尹小剑 李振阳
陈纪红 刘姗姗

6 月 20 日，走进信

阳市平桥区胡店乡胡楼

村刘德军夫妇的蔬菜大

棚，只见棚内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夫妇俩在大

棚里忙碌着，看着成簇相

拥、长势喜人的蔬菜，喜

上眉梢。

今年54岁的刘德军

在外打拼多年，2011 年

选择回乡创业。夫妻俩

说干就干，在交通便利的

胡楼村，建起了200多个

蔬菜大棚。

“种的蔬菜种类很

多，施用的全部是农家有

机肥，种出来的西红柿、辣

椒、黄瓜等蔬菜，主要销往

信阳市区和一些单位食

堂，此外还有超市和商贩

前来采购，都是前一天客

户打电话预订，第二天我

准时送到。”刘德军说。

“需要用工的时候，

我就找周边的老人来帮

忙，让他们挣点钱补贴家

用，每人每天能拿到 80

元工资。”刘德军说。

刘德军种植的蔬菜，

种类多、品质高、口感好，深受大家

的欢迎，销路越来越广，他的日子

也越过越好。富起来的刘德军，打

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明年，我想把大棚全部拆了，

重建成连栋大棚，还要扩大种植规

模，带动村民共同种植，帮助他们

销售，和他们一起走上致富路。”刘

德军说。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原帅

她 11年如一日帮助身边孤

寡老人、困境儿童，她就是林州

市龙山街道天平社区公认的“活

雷锋”王秀花。

6月 21日，记者采访了有着

一头齐耳短发、个子不高却能量

满满的王秀花。

50岁的王秀花，每天骑着电

动车，轮换着前往社区孤寡老人

和困境儿童的家中，帮他们收拾

房间、置办生活用品，此外还经

常到民政部门和残联，帮他们争

取救助资金。

2017年，王秀花加入爱心妈

妈团队。在一次团队走访时，她

认识了11岁的董青。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没有

爸爸妈妈。”董青的一句话，刺痛

了王秀花的心。

听了董青的话，王秀花表示

想带她到自己家生活，为她提供

更好的学习环境。

“董青跟着你，我放心。”王秀

花的诚意打动了董青的奶奶。王

秀花把董青和奶奶接到家里来

住，建立了一对一的帮扶关系。

谈及自己的大爱之举，王秀

花说：“自己只是做了想做、应该

做的事，只要自己还能走得动，

就会继续照顾好她们，相信日子

会越过越好。”

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 年销售额5000余万元

她把村产毛巾卖到了迪拜

十一年如一日 关爱“一老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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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天平社区王秀花

郭巧莲在向孩子们传授香包制作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