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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绪霞：自筹资金带领村民办起制衣厂

小小村村庄庄制制作作的的衣衣服服远远销销海海外外
“别人能干成，我也能干成。”

在新市镇挂家村，人人都知道郭
绪霞和她的制衣厂。受到资金，劳
动力素质等影响，她曾一度想过
放弃。经历过重重阻碍的郭绪霞
没有气馁，并带动起了村里的闲
散劳动力，现在她们生产的产品
已经远销海外。

郭绪霞正在加班制衣。

为照顾孩子老人，从青岛回到挂家村
郭绪霞和丈夫结婚后一直

以打工为生，虽然在青岛人生
地不熟，但是每天100元左右的
收入郭绪霞也非常满足。有了
孩子以后，为了抚养孩子和更
好地赡养家中年迈的老人，郭
绪霞辞掉了缝纫工的工作，离
开了她非常喜爱的青岛某外贸
制衣厂，回到了挂家村。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郭绪霞

说，生完孩子之后突然觉得不知
道该干什么了，整天看着孩子的
她就琢磨，能干点什么呢？相对于
在家的空闲来说，在青岛做缝纫
工的几个月还是让她念念不忘。

郭绪霞告诉我们，她是一个
闲不下来的人，在看孩子的几个
月里，她内心更是非常慌乱。郭绪
霞说：“村里的很多村民尤其是妇
女，在家照顾老人，空闲时间都在

村里的街上闲聊。”她就有些看不
惯，大把的时间都浪费了。

几个月后，郭绪霞再也按
耐不住了，她买上车票，去看望
远在青岛打工的丈夫。在吃饭
时听有人说“在村里办起制衣
厂”的事，她一下子来了灵感。
想到了挂家村有很多闲置的劳
动力，她告诉丈夫后，得到了丈
夫的大力支持。

资金问题与劳动力素质，困扰了一年
去青岛的这次行程，解开

了郭绪霞心中一个疙瘩，回到
挂家村后，她开始核算成本，自
己办起了农村制衣厂。可是没
想到的是启动资金问题、农村
的闲散劳动力素质较低问题
等，给郭绪霞带来了不小困惑。

经多方打听和具体了解，
启动资金需要5-6万元，当时郭
绪霞手里只有靠多年打工积攒
下的2万多元钱，于是她就开始
各处奔走，最后凑够了5万多元
钱。经村镇协调后，给予了场地
支持。

郭绪霞用仅有的5万多元
钱，购买了15台淘汰的二手缝
纫机，办起了自己的制衣厂。

“钱都解决了，肯定没问题。”郭
绪霞说，资金的问题是一个大
难题，制衣厂都办起来了，还能
有什么难事儿啊！

“工人不少，能出活的也就
一两个。”郭绪霞说，大家一听
说自己在家办起了制衣厂，纷
纷来报名，她信心满满的接受
了服装厂的第一批订单。可是
让她没想到的是，第一批订单
成了她的噩梦。

眼看就要到交货期了，可
是完成了连订单的一半都没
有。村里的农村妇女用惯了自
家的脚踏式缝纫机，电动缝纫
机不太熟悉，加上制衣技术的
落后，郭绪霞只能耐心教的同
时，晚上自己加班到深夜，才将
订单按时交付。

“第一年赔了3万多元。”郭
绪霞说，工人虽然不出活，但都
是一个村的，她还是照样给大
家发工资。到第二年时，工人制
衣技术都成熟了，就开始慢慢
地回本了。

初具规模，20台平缝车每天工作8小时
谈起制衣厂现在的发展，

郭绪霞总是面带笑容，20台平
缝机，每天工作八小时，20多名
农村妇女成了制衣能手。制衣
厂不仅将原来闲散的劳动力聚
集到一起，也给村民带来了不
少的收入。

“不用出村，就能挣钱。”村
民们说，农闲时他们就到郭绪
霞的制衣厂来打工，能得到丰
厚的收益，家里有事儿就请假，
时间很随意，离家近，能照看好
自己的孩子和老人，她们对这
份工作非常知足。

据了解，郭绪霞还有一个
梦想，她觉得自己的制衣厂给
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带来了收
益，但是毕竟太小。她想要将自
己的制衣厂扩大规模，带动更
多的村民致富，让更多的村民
得到实惠。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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