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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忙年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下下岗岗女女工工带带千千余余姐姐妹妹““结结””缘缘国国际际
茌平的李建霞编织中国结十余年，带领周边致富

本报记者 陈晓丽

“路这么干净

哪好意思扔垃圾”

位于临沂市蒙阴县岱崮镇
的尹家洼村，山路36道弯，村子
建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冬天这
里一片萧索，空气清冽。82岁的
村民管荣财四世同堂，提到卫生
情况，管大爷用浓郁的方言反复
说道：“原来我们这里是最丑的
地方，现在成天堂了，变化太大
了。”

“以前垃圾都倒在旁边的沟
里，夏天经常是又腥又臭。尤其
是雨水多发的时候，沟里的破衣
服、塑料袋全漂水里，快填满

了。”管大爷说。
垃圾存量大，再加上山区地

形，清理的难度就更大，“集中清
理的那段时间，我瞧着我们村
支书都瘦脱形了，后来一称才
知道两个月瘦了 1 5斤。”管大
爷说，村里在街道上每17户配
备一个垃圾桶，并设有 5名保
洁员，负责清理周围的街道环境
卫生，定期都会有垃圾收集车前
来收集搬运。

“以前出门净是垃圾堆、柴
火堆，三米宽的路都开不进小三
轮，现在轿车开进来旁边还能走
人。”阳谷县阎楼镇胡马村村民
马运堂告诉记者，“出门心里也
亮堂了，看着路上这么干净，大
家哪还好意思乱扔垃圾。”

这次垃圾集中清理不仅改

变了村貌，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村
民的生活习惯。“村里隔不远就
是垃圾桶，平时垃圾都随手送过
去，不随便扔了。不只是外面，家
里也收拾得干净不少，我平时不
管干点啥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
洗洗手。”管大爷说。

焚烧处理

每吨垃圾发电300度

35岁的宋广民是聊城市冠
县辛集镇垃圾分拣站的转运员，
每天早上六点半，宋广民就要来
到分拣站开始上班，开着垃圾收
集车运送自己负责的14个村的
生活垃圾，“一天转完下来，最少
都要运送三四趟才行，夏天更
多。”

垃圾运送到分拣站后，通过
垃圾分拣设备把较轻的塑料袋、
破衣服等燃值较高的原料分离
出来，由聊城垃圾发电厂免费运
走焚烧发电。含有菜叶、剩饭、粪
便的渣土，将通过高温沤制堆
肥，并进行化验；砖头瓦块则用
于填埋附近的废弃坑塘。

“这样可以实现60%以上的
垃圾就地处理，不到40%的生活
垃圾被送到垃圾焚烧厂，有效降
低了运输成本和处理费用，也延
长了垃圾处理厂的使用寿命。”
分拣站站长于月祥介绍道。

“通过焚烧处理，每吨垃圾
可发电300度左右，垃圾也能减
量85%，比直接填埋处理可节省
大量土地。”冠县国环发电厂的
工作人员表示。

““我我们们村村环环境境不不比比城城市市差差了了””
城乡环卫一体化集中整治后，昔日“脏乱差”变身美丽乡村

俩月卖了40万元

1月28日上午，在聊城市茌平县城
一个不起眼的小区民房内，红线、铁
丝、塑料管等原料堆满了房屋的各个
角落。几名妇女正在赶制中国结，一根
根红绳在这些人手里穿来穿去，还没
看清楚怎么回事，一个漂亮的中国结
就编成了。

这是下岗女工李建霞的工作间。
在不远处她的家中，客厅西墙上挂满
了各式各样的中国结。“你要是提前五
天来，这客厅里堆得满是中国结。”李
建霞说，春节是销售旺季，最近两个月
已有40万元的货发出去了，主要销往
义乌、青岛、淄博、威海等地，然后出口
韩国。

李建霞最近特别忙，刚送走家中
的一大批货，27日又接待了淄博一家
酒厂的客商，订做一批装酒坛子的中
国结。“做中国结生意，最看重诚信，只
要一次合作愉快，就会带来源源不断
的订单。”李建霞说，她的很多客户都
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有需要就直接
下订单。

李建霞带领着姐妹们闯出了自己
的一片天地。她们连续两年带着自己
制作的中国结参加在济南举办的山东
文化产业博览会，精美的中国结受到
了很多参观者的好评，并为自己赢取
了不少订单。

2万个不合格，拆了重编

李建霞原来是茌平县国营毛巾厂的
职工，由于厂子效益一直不好，2003年下
半年，近40岁的她从毛巾厂下岗了。下岗
后，一家人仅靠丈夫一点微薄的工资维
持生计，李建霞心想，除了给上学的孩子
做饭外，还得再找一条谋生的门路。

为此，李建霞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
寐，做过抽油烟机清洗工，后来发展成立
了家政服务公司。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建
霞看到了一则关于民间传统工艺品“中
国结”走向市场的报道。“在家中编织中
国结既安全，又可以为下岗姐妹提供工
作，这真是两全其美的事。”李建霞经过
多方查询，联系到了青岛一家绳编公司，
只身前去拜师学艺。

学成归来，李建霞开始边琢磨边做，后
来陆续有下岗女工跟着她一起编。起初，她
们的编织技术很难得到客户的信任，揽不
到活。2004年冬天，她们通过网络揽到第一
个活：为河北一家公司编织2万个中国结。
虽然每个加工费只有4分钱，但李建霞认
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打开市场的机会。

李建霞带领几名下岗女工经过近两个
月的辛勤编织，才将这2万个中国结完成。
不料，等来的却是退货的结局，对方要求重
编。虽然心存委屈，李建霞还是劝说姐妹们
一起逐个拆开，按照对方的标准重新编织。
就这样，2万个漂亮的中国结经过近4个月
才收场，她们的中国结也从此打开销路。

发明300多种样式

李建霞的创业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
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建霞听说，聊城有
名的东昌雕刻葫芦都是佩戴中国结作为装
饰，她认为这是一个拓展销路的好渠道，就
立刻跑到市场上了解情况，经过调查，她发
现东昌葫芦的中国结都是来自义乌等地，
多是一些小号的中国结，自己完全有实力
为葫芦做出更大、更漂亮的中国结。

在一次东昌葫芦艺术节上，李建霞认
识了时任东昌府区文化体育局局长李广
印，李广印正在为大力推广东昌葫芦做努
力。听说了李建霞的想法，李广印积极为她
介绍葫芦加工企业，并指导她加工与葫芦
配套的中国结，比如说葫芦需要哪些图案
的中国结、这些中国结怎样设计才好看。

李建霞开始与一些葫芦加工企业联
系，向他们推销自己制作的中国结，并逐
渐打开了市场。中国结需求量大了，加入
到李建霞手工艺制作团队的人越来越
多，她们不断开拓思路，把产品推销到更
多的市场领域，如今她们已经发明了300
多种样式的中国结，除了与葫芦配套的
中国结，还有家居装饰用的挂件以及包
装酒坛的提篮。

李建霞说，她能把中国结发展成为
产业，其中有很多人给予她大力帮助。有
一位淄博做酒坛子的老板，悄悄给她介
绍来一些客户，过了很久她才知道这件
事，她后来专门去淄博致谢。

今年欲尝试互联网营销

茌平县妇联、残联不定期组织集中
培训，邀请李建霞为留守妇女、残疾人传
授中国结编织手艺，在该县肖庄镇等地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少人看到邻居编
织中国结能挣钱，也慕名找到李建霞学
艺。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人是越聚
越多，如今已经有不下一千人跟着李建
霞搞中国结加工。其中，年龄大的有六七
十岁的老人，小的也有二十来岁的小姑
娘，她们有三分之一是下岗职工，三分之
一是闲散劳动力，还有三分之一是搞副
业创收。

现在加工中国结，一个熟手一天能收
入四五十元。李建霞说：“当初我只是想找
一条谋生的门路，没想到能发展到如今的
规模，还带动这么多姐妹就业。”能带领这
么多的下岗女工和赋闲在家的姐妹一起创
业，这是让她感到最自豪的。

为了不断提高编织技艺，扩大生产
规模，李建霞十分注重学习。最近，她报
名参加了一个网络营销培训班。“现在是
互联网时代了，咱得跟上时代的步伐。”
李建霞说，想从今年开始开拓网络营销。

目前，中国结市场需求量大，而且订
单源源不断，李建霞有时候感觉人手不
够用。她今年的重点除了开拓网络营销
市场外，还想扩大培训面，吸引更多的人
加入这一行，带动更多人一起创业。

“以前垃圾都倒在
旁边的沟里，到了夏天
是又腥又臭。尤其是雨
水多发的时候，沟里的
破衣服、塑料袋全漂水
里。”近日，记者走访聊
城、临沂多地发现，经
过城乡环卫一体化集
中整治，昔日的“脏乱
差”已然变成了整洁文
明的美丽乡村。

如果你赋闲在家，或是行动
不便，怎么样能不出家门就挣到
钱呢？十多年前，聊城市茌平县下
岗女工李建霞就为这个问题头疼
不已。但后来，她摸索出了一条编
织中国结的路子，如今做得风生
水起。十多年来，李建霞凭借顽强
的拼劲和毅力，硬是把中国结推
向了国际市场，出口到美国、韩国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千
余名妇女走出一条创收之路。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28日，李建霞展示各种各样的中国结，图为一个用来包装酒坛的提篮。

订单多 创业难 肯创新 拓市场

李建霞和编织女工沟通交流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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