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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玉皇庙张湾村“三朵金花”创建藤编合作社，不断吸引外出农民回家创业

她们带领村民编出“金疙瘩”
本报记者 李贺 通讯员 刘尊行 刘玉进

在郓城县玉皇庙镇张湾村
有“三朵金花”，她们创办张湾藤
编合作社，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出
务工的农民回家创业。目前，张
湾村家家都编制藤编工艺品，编
制的藤编由藤编合作社负责销
售。据了解，张湾藤编合作社
2010年接到1600万元的藤编订
单，2011年的订单是3200万元，
而今年的订单是4700万元。

全村制作“环保”藤编工艺品

11月11日，走进郓城县玉皇
庙镇马湾村，随处可见农家小院
里男女老少做藤编忙碌的场景，
许多地方堆满了各种型号的藤
编椅。其中有不少人都是昔日外
地打工、如今在家挣钱的年轻
人。现在他们只需将做好的藤编
交给藤编合作社销售。

只见藤条在指间飞舞，一件
件精美的藤编工艺品让人爱不
释手。合作社负责人王秋云说，
这些藤编的原材料全部是从河
北省廊坊市胜芳镇运过来的。这
种藤条密度高，适应温度变化的
能力强，不容易断裂，藤条粗细
均匀，制作出来的产品不但线条
简洁明朗，而且还有着另外一项
好处：环保。

说起制作藤编还得从2009
年说起，当时王秋云试编了12件
藤编样品，带到省城藤编艺术品
交易市场。这些藤编手工品一亮
相，就被各路商家“相中”，王秋
云当场就签下2万元订货单。从
那时起，建一所自己的家庭编织

厂成了王秋云的梦想。
为把藤编产业做大做强，王秋

云外出“学艺”。她省吃俭用，攒够
了一定本金。随后，将自家的老宅
子翻新修正，建起全村第一家编织
厂。又自发组织农户成立“张湾藤
编合作社”。邻居刘小花、王贵云是
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人，已经在合
作社做了3年，现在是越干越起劲，
成为编织队里的能手，她们三人被
称为“三朵金花”。

王秋云在农户一致推举下，担
任起马湾村藤编合作社社长。她为
返乡的农民工开设藤编学习班，招
收他们入社。现在张湾村是玉皇庙
镇著名的“藤编第一村”。

藤编让年轻人不再外出打工

“现在藤编都是搞的‘耍耍
活’，把家里的农活做完了，才编
一下。”王秋云说，藤编手工制
品，是来料加工和一家一户的生
产方式，这一产业属于劳动密集
型，对从业者的文化素质、技术
水平等要求都不是很高，而且劳
动强度不大、工作地点和工作方
式灵活自由，是一个吸纳就业人
数较多、资金设备投入较少、风
险相对较小、适合各个年龄段妇
女就业的产业，很受妇女欢迎。

记者采访时，刘小花正在编
织一个快要完工的藤椅。据介
绍，她一天可以做20个藤编椅，
除掉成本，每天赚20多元。年龄
大的眼睛不好使，每天可做10
个，编织快的能做30个藤编椅。
在农闲时节，农民没有其他的事

做，如果一家有三四个人编织，
每个月可赚上千元。

合作社另一位主要负责人
王贵云以前在上海打工，其丈夫
马代喜在青岛打工。“那时一年
到头家里老小都顾不上，日子过
得很紧张。”马代喜说，自从村里
开始实行藤编后，两口子都回乡
创业，农忙时做农活，闲暇时加

工藤编，一年收入不仅能净落一
万多元，还能把家里老人和小孩
都照顾好，一点儿都不比在外打
工挣的钱少。

“自成立张湾藤编合作社，
为确保产品质量及销路，凡是编
织成品都要拿到合作社，统一按
订货要求筛选出合格产品送货
上门，藤编技术的引进使当地农

民农闲时不再闲，给当地农民增
加了收入。”村支书马成雨说。

据了解，张湾藤编合作社在
2010年接到1600万元的藤编定单，
2011年订单是3200万元，而今年的
订单是4700万元。在家门口工作使
得当地年轻人不再背井离乡外出
打工了，今年有100多户、200余青
壮年回乡加入藤编合作社。

菏泽市牡丹区菊香社区菊花“造型师”李华亭：

一件普通造型菊，要打磨七个月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菏泽市27届菊花展接近尾声，霜打下的娇艳菊花结束了最绚烂时光，它们不再需要养护，在
菊花展展区忙碌的菊花“造型师”李华亭终于可以歇一歇脚。为办好这次菊花展，经常在外工作
的他为此留在菏泽，菊花展览开展以来，他只回家过3次。

虽然温度骤减，李华亭依然
在菊花展展区手动为展区菊花细
心浇水，冰凉的水流过他的手，浇
灌到每一盆菊花底部。算起李华
亭与菊花结缘至今，不知不觉已
经30年。从最初的好奇，到如今的
深爱，李华亭的菊花情缘已经成
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李华亭是菏泽市牡丹区菊香
社区李楼自然村村民，很早以前
村子里就有人开始种菊花，这也
是最初的接触。“那时候我二爷种
菊花，我父亲跟着种，那时就是看

看。”从事过一段时间教学工作
后，李华亭加入种菊的队伍中。

当时李华亭不到30岁，他并
没想到自己此生会与菊花结缘，

“那时种花只是出于好奇。”通过
种菊、出售，李华亭和家人有了收
入，有了这样的经历，李华亭将更
多的心思放在研究菊花上。

几年之后，菏泽市园林部门组
织村里花农到南方学习养菊技术，
李华亭也在其中。在学习地点，李
华亭却被其他东西吸引，“大家都
在看菊花品种，我倒是对有造型的

菊花很感兴趣。”第一次见到用菊
花组成的动物、建筑等造型，老李
一下被吸引。现场观察研究之后，
李华亭开始自学制作造型菊。

“做造型菊一方面要对菊花
十分了解，同时要对各种造型的
结构十分熟悉。”老李说，为做好
造型菊，他对动物、建筑等造型做
了不少研究。“研究架构，还要调
好比例，不然做出来就是四不
像。”说起制造造型菊，老李俨然
成了一位对物品架构有深入研究
的“艺术家”。

葛农民种花人，成了“艺术家”

葛一件普通造型菊，需七个月打磨
菏泽第27届菊花展展区，有

几个造型菊是老李为此次菊花展
专门预留的。花朵造型花瓣精致
的弧度、孔雀开屏造型别致的孔
雀屏等等，都是老李用心制造的
活灵活现的造型。

他告诉记者，一个普通的造
型菊需要制造7个月，为让菊花更
好地呈现各种造型，前期工作十
分重要，“有一种虫子叫钻心虫，
如果造型的枝干被虫子钻断，这
个造型就毁了。”为防止虫子“搞
破坏”，老李不但要在施肥上下功
夫，还要及时关注枝干上是否有
虫眼，“有虫眼的话，要一个一个

用针往眼里推药，很麻烦。”
除了认真、细致地应对工作，

为制作形象的造型菊，他付出大
量体力劳动，用铁丝扎造型结构
的时候，老李从来不戴手套，“手
上一年到头划的都是裂口。”

老李对菊花的付出得到回报，
如今菊花种植专业村——— 李楼村
只有两名制作造型菊的技师，他是
其中一位。他的作品不但可以卖得
好价钱，还经常参加比赛得奖，“孔
雀开屏造型曾经得铜奖。”2012年
山东省第七届菊花展，他的两个造
型菊被买走参赛，后被买主告知，
两个造型分别摘得大奖。

卖得好价钱、获得大奖，这些
并不是老李最终期望。如今他已
经62岁，让他照顾菊花时经常力
不从心，“前几天菊花被霜打倒，
我扶花时不小心扭到腰，长时间
站着就腰疼。”为了他的身体，女
儿也反对他再养花，但是他却放
不下，说起原因，这名汉子不好意
思地说：“对花有感情了。”

如今菊香社区李楼村已经成
为菊花种植的基地，眼看着菊花
繁荣了村子里的经济，他更加希
望菊花能成为菏泽的名片，在全
国各地商家买花的同时，了解菏
泽，记住菏泽。 ▲李华亭的孔雀开屏造型菊。

▲“三朵金花”正在制作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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