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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早9时，隆回县湴塘村手工编
织协会，毛线包、毛线围巾、手工花、串珠中国
结、小挂件……各式手工编织成品摆满了办
公室。会长刘琳来到办公室，整理好当天收
到的订单后，适量分配给了其他女工。隔壁
工作间，6名女工正在有说有笑地勾着线。

隆回县司门前镇湴塘村是重点贫困村，
全村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全村有1280
人，其中留守妇女144人。

留守妇女待业在家，大多是为了照顾家
中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她们没有工作。因
家境贫穷，自己缺乏经济来源，“靠人养活”，
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2016年2月，省妇联扶贫小组来到了湴
塘村，给村里的留守妇女们导出了一条新的
发展之路——学习手工编织。
起步：留守妇女学编织，踏出脱贫第一步

30岁的刘琳原来在北京移动公司工作，
2012年，结婚后不久，她生下了大儿子，为了
照顾儿子，她放弃了外出工作，留在了湴塘
村，成了全职家庭主妇。

2016年2月，省妇联扶贫小组给湴塘村
带来了手工编织专家，待业在家4年的刘琳
觉得这是再次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个好机
会。跟着专家学，回家自己练；上网看视频，
照着视频做；买参考书籍，一页一页的翻，整
理笔记……从连钩针都不会拿到熟练完成

一件作品，刘琳花了3个月。
培训时，刘琳是班上的班长，培训结束

后，隆回县湴塘村编织协会成立，她成了会
长。通过对参训女工的眼力、手艺、手法等
方面的考察，22名技艺娴熟的女工加入了
编织协会。闲暇时间在家做做编织，她们
体会到了“家门口就业”所带来的好处，赚
钱养家的同时还能照顾家人，这是以前难
以想象的。

发展：研发新产品，“巧手”织出新希望
由衡阳那边的公司发来订单，女工们

进行编织，完成后收点加工费。完成一件
难度大的产品需要三五天，难度中等的也
需要两三天，且由于订单发送过来后，有工
期要求，湴塘村又地处偏僻，离镇上有近五
公里路，物流成本高。满打满算下来，熟练
的女工每个月勤奋肯干，也才最多收入
700 元左右。“手工编织满足了就业，但靠
这点钱，致富什么时候是个头？”刘琳想到，
与其一直给别人加工，收取低廉的加工费，
不如自己搞，卖自己的东西。

刘琳和大家一合计，决定研发自己的
产品。说干就干，大家在网上找视频，跟着
学，将网上的资料整理出来，买来教编织的
书。天天想着、学着、做着，如何研发新产
品。微信群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将自己试
验的成果分享给大家。有时候到了晚上十
一二点，还有会员做新款式成功了，喜不自
禁的在群里发布信息。

研究出的新产品，大家采取亲朋好友推
荐以及微信朋友圈推销的销售方式，2016
年，卖出了约5000元。

展望：实体店＋互联网平台，要做出自
己的品牌

“以前呆在家里，时间太多，都不知道用
来干嘛，现在是时间完全不够用了。”刘琳表
示。湴塘村编织协会逐渐打出了名气，源源
不断的订单找上门来，仅村里的这些妇女已
经完全不够了，招收新力量迫在眉睫。

2017年，协会有了新的打算，在继续接
单加工的同时，研发自己的产品，打造自己
的品牌——“湴塘姐妹花”。首先便是在周
围村吸收新的血液，将协会扩大。同时，做
自己的销售平台，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开淘
宝店，并开通微信公众号。并且，她们在司
门前镇上租下了一间门面，用于线下实体店
销售。目前这些都还在准备阶段，预计于今
年4月8日，即将全线开通。

微信号：syrby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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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制作的各种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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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每天的编织任务，刘琳都会和其他的留守妇女一起学习新
的编织技术。

每天上午，刘琳都要对原材料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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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大山的湴塘村

一有时间，刘琳前往留守妇女家中进行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