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郓城4月5日讯 (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车先申

李英 ) “瓜呱络”，又名丝瓜
网、丝瓜筋、丝瓜瓤、天罗线等。
郓城县郭屯镇邵集村的车月
霞、车海霞姊妹俩，靠着这小小
的“丝瓜络”研制出了鞋垫、锅
刷、壶垫等十几样产品，在网上
走红，产品订单应接不暇。

说起丝瓜鞋垫，妹妹车海
霞有些得意地说：“丝瓜鞋垫是
我创造的！俺对象出脚汗、脚
臭，为了治脚汗没少求方问医，
可就是不管用。2007年秋天，我
在网上看到丝瓜瓤有透气、吸
汗、除臭的功效，就萌发了试试
看的念头，找了四五个丝瓜，做
了两双鞋垫。他用了丝瓜鞋垫
后，夸俺办了件好事，解决了困
扰他十几年的问题……”

那时，搞着淘宝网店、心眼
灵活的车海霞，就想着把丝瓜
鞋垫推到网上去卖，试着手工
做了5双鞋垫，没几天就卖出去
了，这奠定了车海霞的信心，她
想大量制作鞋垫。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原
料从哪进？机械怎么购置？这是
摆在她眼前的问题。她找来姐
姐车月霞商议。车月霞出了一
个“借梯子上楼”的好主意。她

说：“俺村北边二里地远，有个
村叫文庄，村里的侯国良做牛
皮鞋垫，器械很全，咱先用他的
器械做。”原料的问题咋办？姐
妹俩通过网上搜索和多方打
听，得知寿光种植丝瓜，就到寿

光订了原料，然后风风火火地
干了起来。

“丝瓜鞋垫好用，制作需
要十几道工序，不但需要场
地，还需要工人。没有场地，俺
就把住的房子用上了，你看俺

家不像家，四间房子有三间当
做了车间，到处都堆满了半成
品、成品……”车月霞不好意
思地说。

“后来，俺购置了激光下
料机、烫金机、压合机、转鼓机

等。俺姊妹俩也做了分工，姐
姐负责后期制作，我负责前期
制作和销售、包装。”车海霞有
些无奈地说，“地方窄狭，没有
办法，俺只好把前期制作的设
备，搬到5里远的婆家，在那里
制作。”

“俺妹妹可是她婆家的大
能人，去年招了33个工人，其中
有20个是贫困劳力，一年就帮
他们脱了贫。”车海霞话还没有
说完车月霞就搭上了腔。

“丝瓜产品成了人们的抢
手货，每天的订单做不完，最
要命的是原料不足。光2月份
俺就用了10万块钱的原料丝
瓜，有的大单都不敢接，真的
很愁人……”工人赵福格叹着
气说。

“以后就好了，我们注册了
商标。镇政府正在帮俺建设丝
瓜 种 植 基 地 ，还 帮 俺 建 厂
房……”车海霞、车月霞脸上充
满了创业的喜悦。原来，郭屯镇
政府为鼓励自主创业，专门出
台了系列创业政策，从资金、土
地等方面对创业者予以支持，
还设立了“镇长创业奖”。“我们
好好努力，看明年能不能拿个
创业奖！”姐妹俩异口同声地
说。

郓城“瓜呱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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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彩彩雨雨具具””撑撑起起巾巾帼帼创创业业梦梦
郓城曹素花在家门口创办飞腾雨具厂，还想带动更多人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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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在研制丝瓜茶壶垫。 通讯员 车先申 摄

曹素花在检查雨衣。 通讯员 辛文潮 摄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丛炳涛 辛文潮

在郓城县潘渡镇王沃庄村飞腾雨具厂内，缝纫机哒哒地响着，
一位穿着红色卫衣的女士正坐在机器前，手拿直尺认真地丈量布
料。她，便是雨具厂的负责人曹素花。

走进雨具厂，工人们都在
认真地操作着手中的机器，哒
哒的响声编织成一曲节奏鲜
明的乐章。“快到雨季了，正是
雨具需求量增多的时节，现在
一天能生产几千件雨具。”曹
素花说。

曹素花是土生土长的郓
城县潘渡镇王沃庄村人，大
学毕业后在江苏常州工作。
2008年，曹素花回老家时发

现村里的留守妇女比较多，
外出打工不方便，还有的家
庭比较贫困，由于村子附近
没有工厂，村民想挣钱却没
有门路。这让在常州办雨具
厂的曹素花萌发了为村里做
点贡献的念头。

“当时，看到村里的家庭
妇女想挣钱却没有门路，而且
潘渡镇还没有开办雨具厂，于
是我就萌发了建个雨具厂的

念头，不仅能为家庭妇女提供
一个就业平台，还能带动大家
一起致富。”曹素花告诉记者，
通过一番市场调查，她发现郓
城的雨具需求量也很大，但当
地大部分雨具都是从外地批
发来的。

于是，曹素花和家人商
量，回到家乡，在本村创办雨
具厂，开启了巾帼不让须眉的
创业之路。

巾帼不让须眉 家门口创办雨具厂

2008年3月，曹素花选择
在自己的家乡王沃庄村作为
自己事业发展的新起点。“王
沃庄村有2000余人，家庭妇女
的比率也很高，劳动力充足，
在这建厂不仅解决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问题，也能带动村
内经济的发展。”曹素花介绍，
之所以选择开办雨具厂，也是
考虑到在常州已开办一个雨
具厂，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和基
础，而且雨衣的缝制也简单易

操作，适合妇女们工作。
“缝制雨衣是个精细活，

质量很重要，要缝线工整不能
有断线和线头。”曹素花说，缝
制雨衣要有耐心要细心，为了
保证雨具的质量，曹素花手把
手地教大家如何更好更快地
缝制，并由专人进行质量的检
查。

目前，雨具厂占地3000多
平方米，设有两个生产车间，
一个原材料存储车间，一个成

品存储车间，一个分装配送车
间。生产的雨具从最开始的雨
衣，到现在的电动车衣，防雨
防护服，防水围裙、套袖等多
个品种。

乘着大力发展电商的东
风，曹素花介绍：“我们不仅在
雨具的品种上进行拓宽，也要
在销售渠道上进行探索，现在
潘渡镇正大力发展电商，我们
计划通过淘宝、天猫等网络平
台进行产品销售。”

撸起袖子加油干 借电商东风进行网上销售

据悉，现在雨具厂已吸纳
100多名妇女就业，每天平均
五六十块钱的工资让村民直
接受益。

“全镇都在开展精准扶
贫，我们今年专门又为6个贫
困户安排了就业岗位，上班
一年就能脱贫。”曹素花说，

截止到目前，已帮助近20个
贫困户成功脱贫。飞腾雨具
厂的建立不仅为王沃庄的妇
女找到了挣钱的门路，为贫
困的村民找到了脱贫之路，
更为王沃村每年增加百万元
的收入。

随着规模的扩大，员工数

量的增多，曹素花说，下一步
她正打算在潘渡镇调研，以潘
渡镇为中心，辐射到周边乡
镇，在人员密集地再建分厂，
帮助更多的留守妇女和贫困
户走上致富路，并以此带动更
多有志青年返乡创业，为自己
的家乡做出贡献。

小富带动大富 带动更多人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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