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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聊城市妇女创业就业暨庭院经济发展会召开

三年内培育上万个庭院示范户

本报聊城 9 月 12 日讯 (记者 刘
云菲 通讯员 魏晓倩) 12 日，全市
妇女创业就业暨庭院经济发展现场动
员大会在茌平县召开。记者从市妇联
了解到，《关于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推动
妇女创业就业的实施意见》已经出台，
目前初步确定，三年内力争培育上万
个庭院示范户，拓宽女性致富途径，充
分挖掘农村增收潜力。

12 日上午 7 点多，全市妇女创业
就业暨庭院经济发展现场动员大会正
式开始。市委副书记王忠林，市委常
委、副市长侯军等一行人先后来到了
茌平县菜屯镇木板业庭院加工现场、

韩屯镇前东村伊拉兔庭院养殖现场等
地，致富带头人向在场人员介绍了他
们不同层次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创业之
路和发展经验。

菜屯镇南海子村支部书记黄淑华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巾帼致富带头人。
她将自己的木材加工技术教授给村
民，经过短短几年时间，900 多人的南
海子村仅单板镟皮厂就有 146 家，每
家年收入在 10 万元左右。

据了解，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达
到 100 多万，农村留守妇女已经成为
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根据《关于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推动妇女创业就业

的实施意见》规定，力争在三年内培育
20 个示范乡镇、100 个示范村、10000
个示范户。发展庭院经济，重点抓好五
种模式：庭院园艺模式、庭院养殖模
式、庭院加工模式、社会服务模式、综
合发展模式。

王忠林在讲话中强调，通过现场
观摩，很受启发，小庭院照样能做出
大文章。“庭院经济能量巨大，一个
好的项目和产业能增收，更能带动更
多人就业，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庭
院经济的重要性，抢抓机遇，建立平
台，给予创业上的指导，提高创业能
力。”

1 2 日，全市
妇女创业就业暨
庭院经济发展现
场动员大会上，
与会人员参观了
一家棉服制造企
业，该企业接纳
了上百名农村妇
女就业，女工们
农闲时在工厂工
作，有了另一份
收入。

本报记者
刘云菲 摄

茌平县的杨玉红是
一位漂亮妈妈，谁也想不
到她的致富路是从给孩
子做棉衣开始的。“一次
要给孩子做棉衣，可是师
傅做了一个多月仍做不
出来，他们说要给孩子做
棉衣的太多，我就琢磨
着，这个棉衣不就是一个
商机嘛！”

杨玉红和丈夫考察
了一个多月的市场，决心
建厂房，招工人，做棉衣，
便卖了家里的房子借钱
开始创业。“后来一个朋

友让我帮他找人做棉被，
说是在北京找不到手工
做棉被的地方，厂里就开
始做棉被。”

杨玉红说：“现在工
人全部是附近村上的妇
女，路越走越顺利，现在
一年盈利 500 多万。”

在杨玉红的车间里，
每件棉衣和棉被都由妇
女一针一线缝制出来。

“一天能拿七八十块钱，
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闲
着就来做活，两不耽误。”
一位女工说。

格草根致富故事

为给孩子做棉衣
探出一条致富路

熬夜研究编织
干成一番大事业

阳谷县张平的汽车
饰品公司，现如今已经是
远近闻名的编织大户，在
她的带动下，阳谷县及周
围县市坐垫企业有 400 余
家，从业妇女达 1 0 万余
人，阳谷县也成为了全国
最大的手工汽车坐垫编
织基地。

1990 年，张平从电影
公司下岗，她摆过地摊，吃
了不少苦。在一次参加县
妇联举办的编织培训班
上，她找到了自己的致富
路。“开始研究编织，连续
半个多月晚上 12 点前没
睡过觉。”她说。

张平在 1991 年正式
开店，在街上摆摊展示
自己的产品，发动下岗
女工从事编织，生意慢
慢好转。 2002 年开始，
她在一家坐垫销售店里
发现了编织汽车坐垫有
很大的市场，回去又熬
夜研究。

2007 年，张平注册了
公司，她的事业又有了新
的开始。“现在县里每个
村几乎都有很多留守妇
女一边照顾小孩，一边编
织，人均每年增加收入
6000 多元。”

本报记者 刘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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