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过地摊、赶过夜市、卖过毛线

下岗女工办起坐垫编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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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张平在看姐妹们编织的汽车坐垫。

随着产业规模越做越大，张
平需要的编织点和工人也越来越
多。2010 年，张平争取到齐鲁银行
300 万元的资金支持。2012 年，张
平又争取到省妇联 6 万元的贴息
资金，她在各乡(镇、街道办)建立
编织示范点 30 多个，组织人员开
展培训，召集编织工 5000 多名。

2010 年 11 月，张平牵头成立
了阳谷县汽车坐垫行业协会，并
当选为会长。在阳谷举办了首届
全国汽车座垫展销会，2011 年，又
把第二届全国汽车坐垫交易会搬
到了济南，受到全国各地客户的
好评。

张平说，阳谷汽车坐垫的从
业人员从当初的两人发展到十多
万人，这一行业之所以发展迅速，
是因为这个行业符合下岗女工、
农村留守妇女的特点，她们可以
足不出户，利用闲散时间在家加
工汽车坐垫。现在几乎每村都有
几十户留守妇女在家边照顾家人
边从事编织。

张平带领姐妹们在创业路上
取得了成功，同时她本人也获得
了肯定和赞誉，她先后被授予“阳
谷首届巾帼创业十杰”、“聊城十
大优秀女性”、“聊城市十佳巾帼
就业创业标兵”、省“巾帼星火创
业带头人”、省“巾帼增收致富标
兵”、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省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由于事
迹突出，2011 年 10 月张平当选为
山东省妇联第十二届执委。

成立汽车坐垫协会

开办展销会

1990 年，在阳谷县电影公司当会
计的张平下岗了，性格要强的她并没
有因为失业而退缩，毅然决定“下海”
寻找致富门路，她摆过地摊、赶过夜
市，虽然没赚到钱，但也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后来张平参加了阳谷县妇联举
办的手工编织培训班，受到很大的启
发。张平说，女性创业就应该根据女
性的特点寻找路子。在半个多月的学
习时间里，她晚上 12 点前没睡过觉。
经过她的刻苦努力，熟练掌握了编织
技术。

1991 年，张平正式开办了阳谷县
第一家毛线专营商店，卖毛线、编织
毛衣。她每天早出晚归，给下岗姐妹
们做示范，发动她们加入编织毛衣行
列，因为劳动强度小、效益好的优势，
一股毛衣制作风在阳谷县妇女群众
中刮了起来。

到 1998 年张平已拥有 31 台编
织机，安置下岗女工 29 名，增加了 10
家外加工点，人均月收入 600 元左
右。由于编织毛线毛衣受季节限制，
她又在编织淡季，批发了拖鞋、麻将
凉席、沙发垫、竹席等产品销售，生意
做得初具规模。

下岗不丧志

毅然决定“下海”

张平说，2002 年开始，毛
线店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姐妹
们的薪水也越发越少。张平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说，一种
无形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
来，“不能让好不容易聚到一
起的姐妹再度下岗”。

为寻找出路，张平把织手
工毛衣的姐妹们召集起来，成
立了“巾帼编织俱乐部”。聘请
了专业钩编老师进行培训，为
了开拓销路，张平带着钩编老

师外出观摩，开发出了独一无
二的沙发垫、杯子垫。

2004 年，经过考察和调
研，张平发现汽车坐垫这一新
兴行业有巨大商机，她凭着十
几年编织经验，开办了“阳谷
巾帼编织工艺商行”，专门从
事汽车坐垫的制作和销售。

2007 年，张平注册成立
阳谷张平汽车饰品有限公司，
专门制作汽车坐垫。现在公司
现占地 60 余亩，下设抽丝、纺

绳、编织、合成四个分公司，有
1200 多台机器，年产坐垫 10
万多套，不仅在业内获得了良
好的口碑，还被省工商局认定
为山东省著名商标。

在张平的影响带动下，阳
谷县汽车坐垫产业发展迅猛，
周边汽车坐垫企业已达 400
余家，从业妇女有 10 多万人，
成为阳谷县的第五大支柱产
业，被聊城市列为特色产业扶
持项目之一。

小小汽车坐垫做成了大产业

20 年前不幸下岗，为了维持
生计，张平摆过地摊、赶过夜市、
卖过毛线，一路摸爬滚打，现在
开办了一家汽车坐垫加工企业，
帮助 5000 多名下岗女工、农村留
守妇女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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