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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佳

在外创业成功
仍心系家乡父老

大学毕业后的任丽曾就职于一家
大型公司。渴望无拘无束生活的她，工
作仅半年就辞职走上创业路。在青岛
打拼8年，任丽把山东尚金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成
在全国拥有680多家加盟店、7000多名
员工的大公司。

生于农村的任丽难以忘怀农民劳
作的辛苦。小时候她便常想：“农民太
不容易了，什么时候能让他们少干活，
多挣钱？”出于对故乡的眷恋，2014年5
月，她又做出一个让家人和朋友都大
吃一惊的决定：返乡再创业，帮家乡父
老过上好日子。

2014年8月，任丽回到家乡菏泽定
陶区黄店镇。紧接着，通过土地流转的
方式建设了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尚谷
庄园，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在庄园里种出绿色有机蔬菜，供
应到市民的餐桌上，她的农业梦想开
始照进现实。

担心大雪压塌大棚
员工铲了三天雪

万事开头难，刚与乡亲们打交道
时，任丽面临的是一片质疑和不理解。
任丽说她成功的秘诀就是微笑、宽容
与淡定。她的亲和和实力逐渐打动了
乡亲们，赢得了信任。

在任丽看来，创业给女性一个看
到自身实力的机会，给她们带来了别
样的成就感。任丽的员工中，85%以上
都是女性。她看到当地居家妇女不容
易，便给她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实现自

我价值的平台。
说起创业的不易，2015年底的那场

大雪让任丽至今仍心有余悸。当时，任丽
担心72座大棚被雪压毁，一听到天气预
报便安排员工在园区值班，守好大棚。

一看下雪了，任丽第二
天凌晨三点便起床往园区
赶。由于天气太差，路上足足
走了两个半小时，赶到园区
的那一幕让她十分感动。员
工们动员了家属，都在忙着
为大棚铲雪。72座大棚走一圈
要一个半小时，每个大棚都有
十几个人在铲雪，整整铲了三
天。有的员工手都磨破了，手
套粘在了手上。雪过天晴，所
有大棚完好无损。任丽感受到
自己在家庭之外一分别样的
价值和自信。

互联网牵手农业
安置贫困妇女就业

2015年7月3日，尚谷庄园在青岛蓝
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上市，成为菏泽首
家挂牌上市的农业企业。“产品就是营
销，故事就是广告，我们要把产品打造
好，利用好互联网就一定能让它形成品
牌。”说干就干，任丽开始招兵买马，组建
电商团队，探索“互联网+农业”。

任丽始终没忘记带领乡亲们致富
的初心，尚谷庄园利用总投资1300余万
元建成72座智能日光温室扶贫大棚，
带动发展国内种植基地47个（其中巾
帼基地16个），共辐射带动7000多人。其
中80多户贫困人口自己创业种植大
棚，安置贫困妇女就业382人，人均增收
4000多元。她的公司为150户268名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每年分红1000元，为每
个扶贫大棚固定分红5000元，为周边23
个村增加集体收入15万元以上。

1974年出生的任丽，不甘于平淡的工作，一路创业打拼。在事业卓有成就的
时候却又回到家乡菏泽建庄园。如今，借助农业搭上互联网+，她带领着乡亲们
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涌现出的模范群体“沂蒙六姐妹”。在新时代脱贫攻
坚的战场上，6名平均年龄39岁的临沂女子扛起扶贫大旗，帮助乡亲脱贫创富，被
誉为“新时代沂蒙扶贫‘六姐妹’”。

养养牛牛妇妇女女当当上上淘淘宝宝店店主主
沂蒙“六姐妹”在各自领域助乡亲脱贫创富

公公司司老老总总回回村村种种大大棚棚
“归雁”再创业，员工超八成是女性

烟庄镇北晏子村贫困户在牛庆花的电商仓库内打工，每天有80元工资。在大棚里工作的任丽。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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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扶贫车间
穿针引线带村民致富

今年53岁的曹淑云在新
时代沂蒙扶贫“六姐妹”中年
龄最大。曹淑云自2004年创办
公司搞服装加工。时至今日，
她的服装公司已发展为固定
资产达6500万元的大公司。

“企业越红火，越感觉应
该多做点事回报社会。”2016
年，曹淑云在夏蔚镇投资380
万元，在3个贫困村各建一个
服装加工扶贫车间。车间落
成后，那些没办法出门打工、
靠种地摆脱不了贫困的人们
有了出路，共安置146名贫困
人口就业，平均每人每月能
有2000多元的收入。

在曹淑云的扶贫车间落
成之际，蒙阴县野店镇北晏子村，淘宝
店主牛庆花与16家贫困户签订协议，
后者将以高出市场收购价10%的帮扶
价收购他们的农产品。

2015年，“留守妇女”牛庆花报名
参加了驻村第一书记引进的电商培训
班，将北晏子村盛产的蜜桃、苹果、花
生等优质农产品上网销售。淘宝网
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牛庆花的网
店累计顾客“能坐满5个万人体育馆”、
产品销往全国298个城市。

出生于1977年的于学艳是新时
代沂蒙扶贫六姐妹中曾经最穷困的
一位。2003年，她了解到韩国市场对
可降解西瓜网兜需求量很大，但因为
加工利润低，国内无人愿做，急于摆
脱贫困的她“捡漏”做起加工西瓜网
兜的生意。

从2003年发展至今，于学艳的西
瓜网兜每年光供应韩国市场就达到了
160万条，能装满20个集装箱。附近多
个区县的2000多名村民参与加工，其
中一半以上是贫困户。

贷款办起服装厂
优先招录残疾人

类似莒南县的于学艳曾经饱尝困
苦滋味，平邑县的刘加芹因为患病差
点左腿截肢，走下病榻开服装厂挣钱
还债时，她也把残疾人作为优先招录
的照顾群体。面对治病欠下的8万元外
债，2006年她贷款2万元购买了10台二
手缝纫机，创办服装厂还债。

曾经面临截肢危险的刘加芹比常
人更理解残疾人的感受，这个群体比
肢体健全人更渴望靠自己的努力摆脱
困境。在刘加芹服装厂做工的其他22
名残疾人、10名贫困户，每件服装的加
工费也会比别人多0 . 5元的报酬。

1982年出生的林西臻毕业于一所
师范学校。高考那年，因一场交通意
外，父亲不幸离世，母亲卧床不起。数
千元的学费让这个家不堪负担，在好
心人的帮助下，才凑足了3600元学费。

2014年，切身感受过他人温暖的
林西臻在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坪上
镇创办幼儿园。之后她把这分温暖放
大、传递给有需要的人，先后加入了临
沂市的3个志愿者、义工组织，送温暖
脚步走遍了整个开发区的村落。

今年27岁的王洋从曲阜师范大学
毕业后成为一名服务于临沭县曹庄镇
朱村的大学生村官。除了承包了村里
的7户贫困户，王洋还在村里建起“快
递＋电商”的村级服务站，不仅让村里
的农产品以较优惠的物流成本外运，
还能让有意愿的村民得到实用的电商
技能培训，用以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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