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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海上门指导村民编织背篓。

春节期间， 八闽大地的乡村

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年夜饭充满

亲情，年俗活动富有地方特色，亲

友间相互串门，格外祥和、温馨。

此时， 外出创业就业的乡亲回家

过年， 在家乡务农的农民也难得

清闲， 正是乡村基层干部访问乡

亲的好时机。 干部走访乡亲可以

聊些什么？

询情问策。 新年乡村该怎么

发展，需要早早摸清情况，谋划思

路举措。 外出创业就业的乡亲见

多识广， 在家乡务农的农民对村

情十分清晰，多与他们聊聊，特别

是了解有什么项目适合家乡发

展，哪些新业态、新技术可以借鉴

利用。 多吸收意见建议，能够帮助

干部拓宽视野、熟悉村情，制定出

针对性强的发展措施。

招商引才。 农村具有资源、生

态等优势，发展空间广阔，可以为

在外创业有成的乡贤提供返乡兴

业的机会，也能吸引大学生、外出

务工人员等回村创业就业。 有了更

多的项目和劳动力，乡村就能旺起

来，振兴就大有希望。 而乡亲回乡

创业就业，既可以让事业发展有新

的机会，也能为乡村全面振兴作出

更大的贡献。

排忧解难。 在多元化的社会，

村民和外出乡亲都会遇到难题。 干

部应当询问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

帮助解决，比如困难户有什么样的

帮扶需求，村里的公共事业有什么

短板， 外出创业就业遇到什么困

难。 当地能够解决的问题抓紧办

理，需要跨地区协作才能解决的问

题，及时向上级反映 ，争取得到帮

助，切实帮助乡亲解除忧难。

一年之计在于春。 乡村基层干

部在新年伊始就行动起来， 访民

情、办实事、谋发展，因地制宜建设

各项事业， 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必能在“奋勇争先，再上台阶”

中写出乡村优美乐章。 （王志贤）

山东：

“暖奶奶”们七年缝制

2000余件棉衣棉被送邻里

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也是溡源社区

的“暖奶奶”们最忙的时节。“大家伙再加把劲！

咱们赶在春节前把棉袄做好， 让老邻居们都能

暖暖和和地过个好年。”暖奶奶手工坊负责人石

翠芳说。

冬日， 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溡

源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10 多位奶奶三五围

坐，一边闲聊身边趣事，一边忙着裁剪冬衣

布料。

缝制冬衣的奶奶们都是“暖奶奶手工坊”的

成员。 这支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的志愿服务队，

是溡源社区本土孵化出的志愿服务组织。 每到

入冬时节，社区利用“慈善基金”采购一些布匹

和棉花，发放给“暖奶奶”们，她们再缝制成棉

衣、棉被，为辖区独居老人、孤困儿童送去。

“这些都是今年的新棉花，俺们从 9 月份就

开始置办。 布料都是纯棉的， 这样做出来的棉

袄、棉裤贴身，穿在身上舒服。 ”石翠芳正在抓

紧为新棉衣装填棉花，“往年没这么忙活， 今年

过年早，入冬以后奶奶们就抓紧缝冬衣，这一冬

做了 100 多件了， 现在还剩手里这四五件，趁

春节前都赶出来，给人送到家中。 ”

这份冬日的“温暖”始于 7 年前。 2018 年，

溡源社区成立日间照料中心， 目的是为辖区内

的老年人提供一些生活服务。“一开始就是俺们

五六个人，常来这拉呱、跳舞，打发时间。 ”石翠

芳向记者讲述手工坊成立的契机。 一次偶然的

机会，社区得知奶奶们都会纳鞋底、做棉袄。 适

时正赶上入冬，社区想赶制些棉服，送给辖区内

的困难家庭。双方一拍即合。这便组成了最初的

“暖奶奶手工坊”班底。

在社区动员下， 这场温暖社区的邻里互助

行动已持续了 7 个春秋，奶奶们先后制作、捐赠

棉衣棉被超 2000 件。 其间，暖奶奶手工坊已由

最初的五六个人发展壮大到近 40 位奶奶参与。

年龄最大的奶奶已经有 90 岁了，现在仍然跟着

70 岁的主力军“奶奶们”一起绣鞋垫、套棉袄。

至今石翠芳还留着两本小册子 ， 一册是

“暖奶奶”花名册 ，另一册则细致记录了辖区

内独居老人、孤困儿童的信息 。“老人们变化

不大，小孩子见风就长。 小孩的棉袄今年穿着

合身， 明年就得再改 。 ” 石翠芳说，“看到老

人、孩子穿上俺们做的棉衣、棉裤，真是打心

底里开心、自豪！ ”

今年， 暖奶奶手工坊的成员组成有了新变

化。“以前我们面向的群体是社区里会手工活、

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 但今年我们结合居民的

需求，拓宽了思路，放宽参与人员的年龄限制，

社区里的退休职工、 全职宝妈等人员都可以来

手工坊，参与制作棉衣、棉被等工作。 开展志愿

活动的同时，他们也能赚取一些手工费用。 ”辛

店街道溡源社区党委书记 、 居委会主任许

桂莲说。

社区批量购买布料和棉花等原材， 通过开

设公益手工课堂，以老带青一对一帮扶教学，让

社区更多的妇女群体加入到手工坊的队伍中

来，既帮助社区留守妇女就业增收，解决她们的

就业难题 ，也能促进邻里互动交流 ，丰富精

神生活。

为了进 一 步 推 动 手 工 坊 的 可 持 续 化 发

展，社区建立起“社区搭台、自行承揽 、居家生

产、社区代销”的运作模式。下一步，暖奶奶手

工坊将积极探索通过电商直播带货的方式 ，

拓展直播销售，形成原料、加工、销售链 ，进一

步拓宽居民的增收渠道 ， 带动更多的居民实

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 打造溡源社区自己的乡

村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努力提升居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陈茹 张栋 相帅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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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了城里的家具厂

他回村带 300名村民

编背篓卖到了东南亚

钟海今年

47

岁，家住江津区

李市镇洞塘村。

8

年前，他关掉重

庆主城的家具厂 ， 回村带动

300

名村民编织背篓，探索出一条增收

致富的道路。

关停家具厂回村编背篓

洞塘村曾是李市镇最偏远的

贫困村， 山高路远、 资源匮乏，青

壮年纷纷外出谋生。

15

岁那年， 钟海外出打工。

10

多年拼搏， 他在重庆中心城区

创办了自己的家具厂，每年收入也

很可观。

“回乡探亲，老家的情形让我

感到担心。 ”钟海说，看到村里的

留守老人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

下地干活，心中涌起一个强烈的念

头 ，“回村， 让乡亲们在家门口

挣钱！ ”

2017

年， 钟海毅然关停年收

入几十万元的家具厂，回村选择了

乡亲们熟悉的背篓编织。

背篓编织，除了年长的，稍微

年轻的村民都不会，很多人还有畏

难情绪 ， 甚至觉得也搞不到几

个钱。

怎么办？ 钟海带头学艺。 每天

凌晨

5

点， 他就起床练习编背篓。

材料一次次划破他的双手，鲜血滴

在了尚未成型的背篓上；一个基础

编法，他反复练习好多天，失败了

无数次。

“好好的家具厂不做，非要回

来编背篓。 ” 在母亲和妻子看来，

钟海简直就是不务正业， 左邻右

舍、 亲戚朋友也投来质疑的目光。

但钟海没有灰心，默默地忍受这一

切，几乎把全村会编织的老人请教

了一遍。

5

个月后，他编织的背篓

终于通过了“师傅们”的检验。 钟

海说，“我给大家打个样儿，带领大

家一起编织背篓挣钱。 ”

亏本

20

万元也要讲诚信

钟海带上切割好的材料 ，骑

着摩托车挨家挨户推广“来料加

工”模式，免费送材料、包教技术、

上门回收、现结工钱。但

10

多天下

来，却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干，都觉

得 他 的“零 成 本 创 收 ” 是“骗 人

骗工”。

钟海不服输， 先动员亲戚朋

友跟他编织背篓。当第一批背篓交

给钟海后，这些亲戚朋友如期拿到

工钱， 村民们的顾虑才逐渐消散，

也开始找他学编背篓。 到了

2018

年底， 钟海亲手教会了

100

多个

“徒弟”。

7

年发展，钟海编织背篓的业

务越做越大。

2024

年初，他的背篓

编织模式走出了江津，在长寿区代

工了

4000

多个背篓 。 回收背篓

时，他发现这些背篓编织工艺不达

标，全部存在质量问题。 钟海还是

按约定收回了这些背篓，给当地村

民结清了报酬。

“意外的是有浙江电商团队提

出包销这批背篓。”钟海婉言拒绝。

他觉得若将有质量的背篓交给别

人销售，就是辜负客户的信任。 随

后，他将这些残次品全部当废品处

理。 钟海说，“诚信是我的底线，为

此亏损

20

余万元。 ”

这次意外的亏损， 导致钟海

无力兑现村民的报酬。 为此，他卖

掉了货运车和叉车，按时把工钱发

到大家手里。

“他从来没拖欠过我们的工

资。 ”

53

岁的陈文一边在家照顾两

位

80

多岁的老人， 一边跟着钟海

编织背篓卖 ， 每年能收入

3

万多

元。 她感激的说，“钟海讲诚信，赢

得了村民的信任，也带动了大家把

背篓编织好。 ”

带动

300

多户家庭创收

如今 ，洞塘 、龙吟等村从“空

心村”变身“创业村”，家家户户门

前堆满了半成品背篓，村民们都忙

碌着编织背篓。

在龙吟村，

67

岁唐艳碧一直

在家照顾瘫痪儿子，家庭经济十分

困难。 老伴突然因病去世后，家里

也断了收入来源。钟海主动上门教

授唐艳碧技术，并预支工资助其渡

过难关。

“他们编的不只是背篓，还有

希望。”到现在，跟着钟海学习编背

篓的已经有

300

多户家庭，户均增

收

1

万到

3

万元，他们中既有残疾

人，也有老年人，还有在家带娃的

宝妈 。 他说 ，“终于实现了当初

的愿望。 ”

参与编织的人多， 背篓偶尔

会出现积压。 特别是遭遇市场波

动，积压的背篓会更多，钟海承担

的原材料、工钱等就会更多。 但他

从未缩减材料供应，还将一个背篓

分解成

10

多个简易程序， 让更多

的老人、残疾人参与进来。

“货压着不怕，关键要让村民

有活干、有钱挣。 ”钟海说。 钟海的

编织背篓名气越来越大，曾有外地

开出丰厚的条件多次邀请他将工

厂搬迁过去，但他拒绝了，“我的根

在洞塘，要带家乡人一起致富！ ”

钟海用自己的行动， 为他和

他的背篓赢得了口碑，逐渐打开了

市场。 现在，钟海的背篓已经远销

东南亚，订单越来越多，产品积压

的情况逐步减少，村民的收入也越

来越稳定。 （彭瑜 文

/

图）

勤访乡亲话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