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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巧手钩编就业新路

连山村是简阳市的东大门，距简阳

城区 15 公里，成安渝高速、成都三绕高

速、连接线和螺简路穿境而过。 便利的

交通助推农村种植业、 旅游业发展，家

家户户接待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在连山村村委会右侧“巧手工坊”

工作间，雷玉兰说：“我们村是第一个申

报‘巧手工坊’这个项目的，最开始是接

毛线钩编的单子，包括花束、玩偶挂件、

包包等来料加工。 开始申报的时候，我

心里也没底，主要担心没有人愿意干。 ”

2022 年以前，连山村农闲时，村里的

妇女通常打打麻将，玩玩手机，一天一天

就过去了。 雷玉兰挨家挨户走访摸底，终

于动员了一批有意愿的妇女接单干活。

“最开始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来培训

接活，领到计件后回家钩编，一个人一

月能挣 600 多元。 钱不多， 但大家都很

高兴，看着真能挣钱，就把一些女性从

牌桌上引过来了。 ”雷玉兰说。

发展：一年从零到盈利

25

万

随着“巧手工坊”第一单做成而来

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业务类型

的创新拓展。

简阳市妇联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笔

者，创建“巧手工坊”这个妇女居家灵活

就业基地， 目的是帮助广大在家妇女既

能照顾家庭， 又能实现居家或就近灵活

就业。

第一个“巧手工坊”在禾丰镇连山村

创建后，推广到射洪坝街道、三星镇、雷

家镇。 规模扩大的同时，“巧手工坊”逐渐

形成了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学习交流、

产品展销、信息发布的综合服务平台。

同时， 简阳市妇联还规划了以缝

纫、家政为主导产业，结合各片区产业

特点、妇女需求，因地制宜发展电商、蜀

绣、竹编、钩编、园林绿化、果蔬管理等

多元化产业，创建了“社区工厂”“居家

就业”“乡村创业”3 种就业促进模式。

“看到能赚钱，我们开始自己创作

一些钩编产品 。 在成都桉树林创客空

间、兴业银行新华大道支行 、花间醉花

园餐厅及四维烘焙·咖啡白墙公园店设

置了 4 个展销点位。 ”雷玉兰说，能够在

成都最繁华的街头，把农村妇女的针织

作品卖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对大家

的鼓舞比赚钱更大。

2023 年 6 月，为了更好地赢得发展

空间，连山村成立了集体所有制工艺品

公司，简阳市妇联还创建了“金简银针”

工艺品品牌给大家免费使用。

“一年不到 ， 我们实现了盈利 25

万。 ”雷玉兰说，这笔钱对于大城市的人

来说不多，但在村里，足不出户能挣到

这笔钱，却是大好事。

收获：撬动乡村“美丽经济”

“巧手工坊”从连山村发源，不到两

年时间， 已经在成都平原上发展开来，

成都市首批 24 个“巧手工坊”已经得到

授牌。

截至 2023 年底，简阳市共建成“巧手

工坊”10 个， 帮助 200 余名妇女实现家门

口进工厂，人均月收入最高达 4000 元。 从

2023 年至今，简阳市共开展缝纫、家政、蜀

绣、钩编、电商等各类培训 220 场，帮助

4000 名妇女实现居家或就近灵活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简阳市“巧

手工坊”接到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

订单 13900 个， 参与制作的妇女两个月

最高收入达 5000 余元，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 4 万余元。

简阳市妇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简阳未来将构建 5+N 就业矩阵模式，实

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共兴、交通

通达。 同时，探索以城带乡，引进企业为

基地运营、产业发展赋能，实现企业、妇

女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有效对接，实现产

品向商品的价值转化，提升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成都市妇联已将“巧手工坊”

作为促进女性创业就业工作的重要抓

手，打造“巧手工坊”社区工厂服务体

系，进一步发挥蜀绣、蜀锦、竹编等人才

作用，促进女性居家灵活就业高质量发

展，撬动乡村“美丽经济”。 （何川）

成都妇女“巧手”撬动农村“美丽经济”

巾帼不让须眉，居家也有大作为。“巧手工坊”在四川成都简阳市禾丰

镇连山村发展两年多来，已成为成都市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重要项目。

日前， 在成都市

2024

年推进城乡融合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启动仪式

上，成都市首批

24

个“巧手工坊”得到授牌，成都农商银行为成都市城乡女

性创业者联盟成员单位现场授信

1000

万元。

日前，笔者走进“巧手工坊”诞生地———成都简阳市禾丰镇连山村实地

探访，听连山村委妇联主席雷玉兰讲述她们的创业故事，对“巧手工坊”这

个平台进行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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