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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岗岗不不服服输输利利用用编编织织带带动动妇妇女女致致富富
文/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2003年，李建霞下岗了，但要强的她在自家客厅开起了手工编织作坊，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她成立
了中国结艺制品有限公司，现在担任茌平县妇女手工编织协会会长，带领周边妇女脱贫致富。

从来料加工

到个体工商户

2003年，李建霞下岗
了，但是性格要强的她并没
因失业退缩，对手工制作感
兴趣，她意识到这可能是能
养家糊口的一项技术，于是
李建霞先后到临沂、菏泽、
威海、青岛、济南、义乌等前
去拜师学艺，为批发商户进
行简单的来料加工。

2006年李建霞首次参
加山东省首届文化产业博
览会，她创做的孔雀开屏栩
栩如生，火红的双喜、色彩
鲜艳的奥运五环等产品，受
到欢迎，接受多位艺术家的
指点，慢慢的李建霞的中国
结越做越好。

从做来料加工，到注册
中国结的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个体工商业户，
2015年元月李建霞正式注
册成立了“茌平县金鑫中国
结艺制品有限公司”，从单
一的中国结加工，到现在的
结艺制品、绳编工艺制品、
高档酒水包装、布艺制品、
饰品、工艺葫芦加工六大系
列产品，300多个品种。产品
主要销售省内的青岛、威
海、烟台、临沂，全国有齐齐
哈尔、江苏、陕西、山西，同
时与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
的三家浙商合作多年，部分
高档精品出口韩国、美国。

成立手工编织协会

带动妇女增收

2015年3月，李建霞成
立了茌平县“妇女手工编织
协会”，并当选为首届会长，
举办了首届手工编织作品
展览。由单一企业生产，成
为团队的共同发展，新增加
毛线手工编织，毛线的手工
钩制、串珠系列、手工儿童
布鞋等。编织示范点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出来，如贾寨镇
的贾寨村，肖庄镇的冯营
村、八刘村，博平镇的东邱

村，冯屯镇的高岭村、刘集
村，杜郎口镇的刘神村等，
在这些示范点影响带动下，
每村几乎都有十到几十户
留守妇女，贫困妇女，在家
边照顾老人孩子边从事编
织，实现灵活就业增收，随
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人
均年增收入6000余元。

现在编织技艺已经被
认定为聊城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李建霞根据幼儿
园、小学生的特点，设计了一
套儿童手工专业课，一根简
简单单的绳，经过千变万化，
按一定次序，可绕制树叶、玫
瑰花、腊梅花、牡丹花等各类
花花草草，可绕制蝴蝶、蜻
蜓、小免、龙、蛇、长寿龟等飞
鸟走兽，可绕制飞机、宇宙飞
船、米老鼠、招财娃各种玩偶
等生活用品，课程开展提高
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培养学
生传承传统文化产业。

成立“巾帼扶贫基地”

带动妇女脱贫

2016年3月，李建霞公
司被茌平县妇联命名为“巾
帼扶贫基地”。李建霞根据
各乡镇实际情况组织农村
妇女送技上门培训。学成
后“来料加工”，真正做到

“零门槛、零库存”的居家
创业就业，实现增收致富。
培训农村妇女500余人。通
过技能培训70%的受训妇
女能独立完成手工作品。

温陈街道办事处乌堂
村妇女李佳美，家庭人口
多 ，负 担 重 ，但 她 心 灵手
巧，加上勤学好问，很快便
掌握了手工编织拖鞋、编
结技能，短短一个多月时
间就编织出拖鞋4 3双，中
国结工艺品7件，销售收入
1200多元。

肖庄镇八刘村妇女卢
大玉，丈夫和儿子在外务
工，她在家伺侯三个老人，
去年5月参加培训后，掌握
了拖鞋手工编织技能，利
用农闲时间编织拖鞋，每
天 编 织 3 双 左 右 ，月收入
1000元以上，目前她们家

基本实现稳定脱贫。
茌平县肖庄镇高营村

72岁的卢兰英大娘有严重
的关节炎，行动不方便，她
79岁的老伴康思平脑溢血
后遗症，瘫痪在床12年，生
活贫寒，公司送技术、送材
料到家，回收产品，并将每
月六、七百元的加工费及
时结算，来料加工真正做
到零门槛、零库存的居家
创 业 、就 业 ，实现 增收致
富。

公司从李建霞1 0 0多
平方米楼房客厅起步，到
现在示范点涉及茌平县城
和周边村庄，以及贾寨、菜
屯、肖庄、博平、冯屯、杜郎
口等多个乡镇。如今已经
有5 0 0多人跟着李建霞搞
中国结加工，小到二十多
岁的青年，大到七八十岁
的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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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
成了产、供、销完整的产业
链。

李建霞在表彰大会上发言。

本报聊城3月6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
市人社局获悉，面对人口
生育政策调整给妇女就业
带来的一些新挑战，“十三
五”期间，市人社局在促进
妇女就业方面将开展系列
就业帮扶服务专项活动。

一方面，开展就业服
务专项活动，为妇女搭建
就业信息对接平台，多渠
道 开 展 免 费 职 业 介 绍 服
务，联合残联、妇联、工会
等部门定期开展就业援助
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
聘 周 等 就 业 服 务 专 项 活
动，举办各类招聘会，搭建

用人单位与妇女求职者的
供需对接平台，并开展职业
介绍和就业指导服务，为城
镇失业妇女、农村进城务工
妇女、大龄就业妇女等对象
提供就业岗位信息，拓宽城
乡妇女就业信息渠道。

另一方面，开展就业
帮扶，将化解过剩产能过
程中的女性失业人员纳入
就业创业政策扶持体系，
加大职业培训、职业指导
和职业介绍力度，增强就
业创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
力，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积
极接续社会保险，促进其
尽快再就业或自主创业，尽

最大努力缩短其失业周期，
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积极
开展就业援助工作，对政府
购买的就业岗位优先考虑
就业困难妇女对象。

同时，促进家政服务
业发展，发挥吸纳作用，大
力开展“千户百强”家庭服
务企业创建活动，培育聊
城市家政服务业品牌，充
分发挥家政服务业为标志
的第三产业吸纳妇女就业
的作用，解决失业妇女就
业难问题。强化技能培训，
提高妇女就业能力，加大
培训资金投入，提高培训
质量。及时认定发布新职

业并制定职业技能标准。
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
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
培训和创业培训。

此外，加强宣传，营造
妇 女 创 业 就 业 的 良 好 氛
围，大力选树培育宣传妇
女创业先进典型，每年开
展“创业之星”评选活动，
给予每人5万元奖励资金，
弘扬创业精神，树立一批
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女
性创业典型，扶持一批创
业女企业家，激发广大妇
女的创业热情，增强干事
创业的勇气和决心，发挥
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聊聊城城将将开开展展妇妇女女就就业业帮帮扶扶专专项项活活动动

本报聊城3月6日讯(记者 凌
文秀) 聊城市庆三八文艺晚会即
将于3月7日举行，市民可到影剧院
免费领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
要讲话精神，丰富聊城市群众文化
生活，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为
了更好地展现城区妇女的风采，以
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树
立城区妇女形象，用健康的身体素
质和心理素质投身于工作中，进一
步展示妇女的独特风采。经研究决
定，在三八妇女节期间举行庆三八

“2017巾帼神韵”文艺晚会。
活动主题为“我独立，我美丽”，

由聊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
妇联联合主办，市直机关工会与妇
女工委协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本
次演出将于3月7日下午2点30分在
聊城市影剧院上演，市民朋友可到
聊城市影剧院免费领票。

本次演出包括舞蹈、朗诵、歌
曲、武术、旗袍秀、小品、杂技、京剧、
豫剧等总计14个精彩节目，欢迎市
民届时免费欣赏这场献给美丽女性
的文艺盛宴。

庆三八晚会门票

市民可免费领取

本报聊城3月6日讯(记者 杨
淑君) 记者从阳谷旅游局获悉，为
表达对女性的关心与关爱，3月7日
至9日期间，景阳冈、狮子楼、蚩尤
陵和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纪念园对
女性游客免门票。

据悉，景阳冈·狮子楼旅游区
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旅游区分为景阳冈旅游区和狮
子楼旅游区两部分。景阳冈旅游区
是水浒英雄武松打虎之地，同时也
是大型龙山文化遗址所在地，是游
客寻觅英雄足迹、放松身心的旅游
胜地。

狮子楼旅游区位于阳谷县古
城中心，2011年被评为“齐鲁文化
特色新地标”，成为代表齐鲁文化
的标志性景区。景区内的主要景点
有武大郎家、王婆茶馆、西门庆五
大店铺、狮子酒楼、玉皇庙、藏春坞
等，生动详实的展示了宋代政治经
济文化、特色建筑风格和市井民俗
风情。

蚩尤陵景区是人文始祖蚩尤
首级冢所在地，景区分陵寝区和公
共祭祀区两大部分。蚩尤铜像和蚩
尤宝殿是蚩尤陵的重要组成部分。
蚩尤陵景区占地206亩，分为祭祀
区、陵寝区及文化展览区三部分。
祭祀区有陵门、蚩尤神像雕塑、祭
祀广场、祭祀台、蚩尤宝殿等。陵寝
区有枫林区、蚩尤碑亭、蚩尤墓葬
和望楼等。展览区主要有东夷文化
展览馆、农耕文化展馆等。

位于阳谷县沙河崖村的“刘邓
大军强渡黄河指挥部纪念馆”修建
于1996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长的迟浩田题写了馆名。馆内
收藏了包括当年邓小平赠给房东
的军用木箱，刘邓首长曾用过的桌
椅、茶具及当时参加渡河作战领导
同志的题字、回忆文章等上百件革
命历史文物，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
重要场所。

三八节阳谷四景区

对女性游客免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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