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

2012年3月23日 星期五 编辑：侯文强 美编/组版：宋晓霞C10 今日威海

坐在炕头能赚钱

企业车间搬进环翠区农家

本报威海3月22日讯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于秀勇) “每天坐炕头
上做点手工活，一个冬天
下来，也能挣 5 0 0 0 多块
钱。”环翠区温泉镇雨夼村
的村民杨淑霞说。像杨淑
霞这样坐在炕头上“上班”
的农村妇女，在温泉镇有
1200多人。近年来，环翠区
一些乡镇采取“村里出厂
房、企业上设备、妇女当工
人”的合作发展模式，把企
业生产车间引到农村，受
到了农家妇女的欢迎。

杨淑霞坐在自家炕头
上，面前堆着一堆彩绳。随
着手指灵活地翻动，一根
彩绳在不到一分钟就编成
了一个中国结。杨淑霞说，
厂家以加工点为基础，把
一些需要手工完成的工序
下放到各家各户，让村民
们在炕头上就能干活增
收，农忙的时候还不耽误
地里的活儿，在雨夼村有
40多名妇女干这种手工活
儿。“干这种活方便，只要
闲着就能干，在自己家干
也不遭罪。”

在温泉镇台下村村民
张宗秀的家里，手工艺品

挤满了一间正屋。张宗秀
主要负责把企业里的手工
活儿发放给村里的妇女，
然后再回收，她的月收入
也在2000元左右。张宗秀
说，在温泉镇生产眉笔、网
丝的企业有很多，但在过
去没有企业愿意收四五十
岁的农村妇女，而现在因
为企业用工紧张，农村妇
女又都被企业抢着招收，

“我们村里有五六十人干
这个活儿”。

近年来，农村耕、种、
收等农活已逐渐机械化，
节省了大量劳动力，许多
农村青年男女都到企业做
工，但中年妇女在农闲时
节却比较清闲。为了让更
多的农村妇女在农闲季节
增加收入，环翠区的温泉、
桥头、羊亭、张村等乡镇，
都相继采取“村里出厂房、
企业上设备、妇女当工人”
的合作发展模式，帮企业
车间设置在农村的空闲房
内，吸引妇女们来做工，一
些手工活则直接发放到农
家，妇女们在炕头上就可
以“上班”。这种“上班”、种
地两不误的工作方式，很
受农村妇女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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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明星狗“宝宝”有了孩子，而且还学会了母亲的“绝招”

拉车和作揖 狗狗母子都会做
本报记者 王帅

会拉车、会后坐、会作
揖，这是6年前小狗“宝宝”
的技能。现在“宝宝”已经7

岁了，它9个月的儿子“猩
猩”传承了母亲的所有技
能：陪主人遛弯、帮主人拉
菜、拉母亲逛街等。

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过的“宝宝”已是威海的明
星。“宝宝”属于世界八大
名狗之一的巴哥狗，于7年
前被主人田忠国购买。由
于“宝宝”漂亮、温顺、聪
明、好学，在田忠国的训导
下，“宝宝”技艺非凡，帮主
人拉蔬菜、商品等物品，农
贸市场的商贩记不住田忠
国本人，但每次看到“宝
宝”后，便冲它打招呼：“又
来买菜了”。

田忠国很喜欢狗，退
休后便一直将“宝宝”养在
身边。由于他是朝鲜族人，
慢慢地宝宝听懂了朝鲜语
口令，“安杂！”(音译，动词

“坐”的意思 )田忠国一喊
口令，宝宝立刻后坐在地
上，乖乖地看着他，当然也
会期盼田忠国施舍些小零
食。

去年，“宝宝”有了自
己的孩子，“猩猩”是其中
之一，它遗传了母亲的天
赋，并于8个月的时候全部
学会了母亲的技能。据田
忠国介绍，狗一年的年龄
相当于人类七年，因此已
过不惑之年的“宝宝”拉车
有点力不从心。而体型超

过母亲的“猩猩”则承担起
母亲的工作。

每天的塔山早市上，
在田忠国旁边，“猩猩”拉
着小四轮车，“宝宝”在车
上坐着。所到之处总能抓
住人们的眼球，也是镜头
捕捉的焦点。

“猩猩”力量很大，100

多斤的人上车后，它也能
顺利拉车。田忠国介绍，他
经常带俩狗去海边散步，

“猩猩”很受孩子们的欢
迎。海边很多孩子看到“猩
猩”后，便坐在小车里，让

“猩猩”当司机拉着看海
景。

“安杂！”田忠国的口
令之后，宝宝和猩猩乖乖
地并排坐在地上，目不转
睛地盯着他。这个时候，田
忠国往往从兜里掏出鸡肉
干喂给他们吃。本以为会
是争抢的场面，但安静礼
让的场景让围观市民大吃
一惊。田忠国介绍，母子情
深，血浓于水，它俩不会因
吃食发生矛盾，“它们知道
是一家人。”

田忠国介绍，曾有一
位到威海旅游的游客出
8000元购买小狗，全家人
都没有同意。“它们都是我
自己的孩子，不舍得卖。”
因为“宝宝”是雌狗，田忠
国便为它购买了很多套衣
服，棉服、单衣、雨衣、丝巾
等，“小姑娘嘛，比较爱美，
就该打扮打扮。”

9个月的猩猩拉着7岁的狗妈妈出门逛街。本报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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