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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陈 婧

李博昊

拿起面料，认真地放在缝
纫机下，然后娴熟地锁边、缝
合，手中的面料慢慢地就变成
了背包的部分半成品。这种活
计，对于赵爱英来说，已经是
轻车熟路。作为一个熟练的缝
纫工，如果干得好，她一天能
挣七八十块钱。

打工小伙返乡创业

“在家门口就能挣这么多
钱，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事儿。”2月 18日，赵爱英高兴
地说，“我们大年初九就开工
了，订单多开工早，大家的收入
也就会高啦！”

51 岁的赵爱英是舞阳县九
街镇后魏村人，由于夫妻二人没
有致富门路，之前一直在家种
地，收入不高，一家人生活极为

困难，是村里的省定贫困户。
在扶贫工作中，后魏村建设

村里基础设施的同时，壮大村里
集体经济，积极开拓思路，引进
返乡创业项目进驻村里的扶贫车
间，安排村里的贫困户劳动力就
业，让他们在家门口打工就能挣
钱。

进驻扶贫车间的企业，是邻
村一位 30岁的小伙蔡朝阳创办
的。这个头脑灵活的小伙子，在
深圳打工时，经营的产品就是各
式箱包。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近
十年的蔡朝阳，通过努力掌握了
熟练的生产技能和丰富的市场经
验。

作为一个身在异乡十多年
的舞阳人，蔡朝阳无时无刻都
充满着对家乡的思念。每次回
乡看到父老乡亲由于种种原因
生活困难，蔡朝阳心里就不舒
服。他下决心要给父老乡亲们
提 供 一 个 稳 定 可 靠 的 就 业 机
会，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可
以照护好老人孩子。

帮乡亲们脱贫致富

“这几年，家乡正在大力扶
贫，听说许多贫困村都有扶贫车
间，我就决定在贫困村办企业，
这样可以安置一些贫困户劳力，
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蔡朝阳告
诉记者。

2017 年，蔡朝阳的箱包生
产企业落户省级贫困村后魏村
扶贫车间。在这个占地300平方
米的扶贫车间里，120多台生产
设备不停忙碌着，大伙干得热
火朝天。去年，扶贫车间生产
的电脑包、书包、公文包、背
包等，以过硬的质量和精美的
设计，远销欧美，实现产值近
千万元。

在后魏村的这个省级扶贫车
间里，在此务工的 80多个女工
中，三分之一是贫困家庭妇女。
现在，这些贫困家庭都已经摘去
了贫困户的帽子，日子过得一天
比一天幸福。

如今，赵爱英一家人已摆
脱贫困，开启了致富奔小康的
新生活。丈夫外出打工挣钱，
儿子正在上大学，一家人从没
有 感 觉 过 生 活 如 此 踏 实 有 盼
头。赵爱英笑着说：“以前穷时
感觉没事做，现在我满脑子都
是想着咋把手中的活干好、多
干活！”

“看着村民的日子一天天好
起来，感觉比一个人在外闯荡挣
钱高兴得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
正确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
蔡朝阳充满信心地说，“今年我
决定在后魏村的扶贫车间基地再
建一个扶贫车间，让更多的村民
在家门口务工，让大家都过上体
面的生活！”

返乡创业项目 进驻扶贫车间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元宵节要到了，2月16日，在
临颍县南街村，民俗表演拉开帷
幕，舞龙舞狮争相上演，让人们感
受到了民俗文化带来的喜庆。

在表演队伍中，一条旱船吸

引了很多人注意，这条船比一般
旱船要长，需要两个人来支撑，
造型非常别致，五颜六色，艄公
神采奕奕，前方还有媒婆相伴，
让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

记者了解到，这就是著名的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双人旱船

舞”。已是古稀之年的传承人陈
金祥老人告诉记者，“双人旱船
舞”起源于清嘉庆年间。这种表
演包括唱、道白、舞板及各种行
船、扬帆动作，伴随锣鼓音乐形
成各种套路。由于表演不受舞台
条件限制，一直是农村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陈金祥父辈
都喜欢旱船舞，陈家的旱船舞以
风趣幽默、独特新颖的表现形式
远近闻名。

陈金祥年轻时当过兵，负过
伤，后来进入铁路系统工作。退
休后重拾起父辈的绝艺“双人旱
船舞”，曾荣获多个比赛奖项。
2007年，“双人旱船舞”被列入
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陈金祥也被认定为“双人旱
船舞”家族的第三代传人。由于
有伤在身，旱船又重，陈金祥只
能反串表演媒婆角色，他惟妙惟
肖的演绎经常让人捧腹。老人表
示，虽然有时觉得饰演媒婆角色
会有些不好意思，但一想到文化
传承还需要他，还有观众想看到
他的表演，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将
自己带入到角色中去了。

传统民俗闹新春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实 习 生 赵昱淇

“最近一直是连阴天，
幼苗的光合作用上不来，叶
子就会发黄，等过段时间就
好了。”2月 17日上午，在
郾城区龙城镇冢马村的一个
温室大棚里，哥哥朱军辉和
妹妹刘会勤正在察看黄瓜
苗、辣椒苗的长势。这两
年，兄妹俩开办的家庭农场
现在发展到了 26 个大棚，
种植着西红柿、辣椒、豆
角、甜瓜、黄瓜、茄子等
20多种蔬果。

哥哥有渠道 妹妹懂种植

当天上午 10 点多，在
一个蔬菜大棚里，记者见到
了朱军辉、刘会勤这对兄
妹。刘会勤名如其人，是一
个干活利索、说话直爽的
人；朱军辉则相对沉默一
些，但只要说到种菜和卖
菜，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 我 搞 大 棚 种 植 十 几
年，曾经在舞阳县吴城镇干
过好几年。在冢马这儿三年
时间，从十来亩一直发展到
现在的八十多亩。农业上就
是这，产、供、销一样不专
业都不中。”借着多年蔬菜
批发生意积累下的渠道，朱
军辉种出的菜不愁销路。

妹妹刘会勤曾经在西藏
种了几年西瓜，回到老家后
一直跟着哥哥和各种蔬菜瓜
果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蔬
菜种植管理经验。“别看现
在这些黄瓜苗的叶子是黄色
的，千万不能浇水，一浇水
就很容易死掉。”刘会勤一
边端起一个种植盘，一边给
朱军辉说道。

在不远处，一些培育好
的辣椒苗正在准备装车运
走。“这些辣椒苗都是经过
精心培育的，现在周边很多
人都来这里购买。”朱军辉
告诉记者，去年在妹妹刘会
勤的努力下，他们这个家庭
农场里生产的西红柿、西
瓜、甜瓜 3个品种获得了国
家级绿色食品认证。

种植+育苗 多元化发展

除了蔬果种植，兄妹两
人还经营起了蔬菜育苗的生
意。“这是辣椒苗，那是西
红柿苗、黄瓜苗，俺这都卖
出去一批了。”刘会勤一边
整理着育苗盘里的黄瓜苗，
一边抬头告诉记者。

“ 这 个 育 苗 棚 是 新 建
的，投入 20多万元。”朱军
辉说，这个能够容纳 50 万
株蔬果苗的大棚，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育苗以来，收
到的订单就没断过，目前收
入已经达到八九万元。

“现在是别人下订单，
我们负责育苗，育苗合格以
后给他们送货。”刘会勤告
诉记者，“我们以后准备专
业做西红柿，我们负责选育
最好品种的西红柿，把西红
柿苗出售给农户，等到果实
成熟以后回收，我们再负责
将西红柿销售出去。”

“目前种植的西红柿品
种包括千禧果、绿宝石等
五六个品种。”刘会勤一边
忙活一边向记者介绍道。

发展周末经济 打造欢乐农场

现在经常见到一些种植
蔬菜卖不上价钱，有的甚至烂
在地里。怎样规避农产品的
市场风险？兄妹俩心里有
数。“我们准备规划一个欢乐
农场，让城里人周末来这里采
摘休闲。”朱军辉告诉记者。

从去年 6月份开始，兄
妹俩的这个尝试便尝到了甜
头。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到
他们这个家庭农场里来的市
民络绎不绝，最繁忙的时候
一天能接待80人。

“今年 5 月份我们准备
再创新一下形式，给有兴趣
的市民划定一亩地，市民可
以自己种植，也可以让我们
代管，市民可以在周末、节
假日来体验一下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生活方式。”朱军
辉说，他们的家庭农场距离
市区仅 20 多分钟的路程，
交通的区位优势让他对农场
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哥哥懂市场 妹妹善种植

兄妹齐上阵 共搭致富棚

兄妹俩正在查看黄瓜苗的长势兄妹俩正在查看黄瓜苗的长势。。

在村里扶贫车间内在村里扶贫车间内，，女工在认真工作女工在认真工作。。

民俗表演民俗表演““双人旱船舞双人旱船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