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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空间中的各种
返乡日记都会成为热门话题，从
描述家乡面貌的变化，到感怀儿
时记忆，从展示城乡之间的碰撞，
到担忧乡村的未来，呈现出每个
人眼中与心中的城市与乡村。

此前返乡时，1990年出生的
张琳也会在离开时写下一些文
字，去记录返乡的见闻和感想。
这次返乡，张琳对老家又进行了
一番观察，虽然并未形成返乡日
记，但老家的现状却深深地触动
了她。

因为疫情的原因，村民们没有

像往年那样春节还没过完，就早早
踏上进城打工的列车。不能外出
打工，在本地也无工可打，她从邻
居们脸上看到更多的是等待复工
的焦灼神情。张琳所在的村里其
实是有一个扶贫车间的，但因为经
营不善已经闲置有一段时间了。

随后，张琳做出了一个让不
少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这位
1990年出生的女硕士辞掉了在
天津一国企的工作，决定接手村
里闲置已久的扶贫车间。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
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亲身

经历过农村的贫瘠、落后。如今
我有了帮助乡亲们的机会和能
力，我想试试。”谈起自己当初做
的这个决定，张琳说道。

张琳将决定要帮家乡父老一
把的想法，告诉了丈夫高建辉，让
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并没有反
对。“敢想敢干，自己认定的事情会
坚持下去，有一股韧劲！”这是高建
辉对妻子张琳的评价。同样是农
村长大的高建辉，现已事业有成，
对家乡同样充满感情，听到妻子的
想法，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做她
的后盾，会不遗余力地支持。

辞掉国企工作 接手村里闲置已久的扶贫车间

2020年岁末,康巴小伙丁真一夜之间成为火遍全网的现象级网红。其实，丁真的故事只不过是许多中国式扶贫故事中的一个缩
影。在距离丁真的家乡千余公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上，也有一群和丁真一样都是90后，他们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家乡。

2020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对于第一批90后而言已到而立之年。在脱贫攻坚即将收官之际,东
方今报·猛犸新闻策划推出《豫见“丁真”》特别报道，聚焦在中原大地上默默为扶贫工作而努力的90后们。

他们的故事，平凡却精彩。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看到了脱贫后奔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河南。

90后女硕士接手扶贫车间
带村民月入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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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15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贫困户收入有了保障

日前，当记者走进张琳所经营的服装
厂时，看到的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三
个缝纫组100多名工人在工作，缝纫机

“哒哒哒”地高速运转，一双双巧手上下翻
飞，一件件崭新的衣服陆续完工。据悉，
张琳所经营的服装厂目前只做来料加工，
基本都是广东、浙江、青岛等地外贸公司
的订单，产品出口欧美。

“这是今年的爆款，浙江那边已经续
签3次单了，仍供不应求，可能还要再生产
两周左右。”张琳笑着告诉记者，除羽绒服
外，目前其他种类衣服的生产订单已经排
到2021年的8月份。张琳向记者解释，目
前服装厂在职员工有150多名，其中贫困
户有26名，员工工资是以纯计件为主，多
的话一个月能拿到八九千，平均工资一个
月也在三千五左右。

在工人忙碌的同时，车间内的电子屏
上则滚动显示着每名工人此前一天的工
作量和工资收入。记者留意到，排在第一
名的是一位名叫吕雪丽的工人，她此前一
天的工资为278.4元。“工资加上各种补助，
我上个月收入近9000元。”李庙村民吕雪
丽告诉记者，此前自己在外地服装厂工作
时也拿过万元工资，但都是加班加点熬出
来的，每天一般工作都在14个小时左右，
周末还常加班，而在裕博园则轻松不少，还
包吃住，关键还能在家照顾孩子。

与吕雪丽同一组的刘宪红是李庙村贫
困户，今年40岁，由于家里事多，她上个月
没有满勤，但收入仍有4000元。“有了稳定
收入后，刘宪红人也变得开朗许多，还学会
了跳广场舞，与之前相比像变了个人似的。”
和她相邻工位的同事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
点半，服装生产车间都会安排15分钟的工
间操，劲爆的舞曲和欢快的舞姿，瞬间让
敞亮的车间转变成欢乐的舞池。

曾经的空心村正华丽蜕变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城市归来

服装厂是个产业链，只做个扶贫车间，
没有竞争力,张琳和丈夫决定加大投资。

记者留意到，在生产车间外，一幢新建
的四层大楼已经封顶，据张琳介绍，预计年
后这座新的生产大楼便将投用，届时服装厂
的生产规模将扩大两三倍，员工也会达到500
余人。记者了解到，张琳和丈夫高建辉还同
时在老家投资建设了养鸽厂，目前养鸽厂已
投资近500万，现有6万多只鸽，下一步还
要申请扩建，未来要达到16万对鸽，届时仅
养鸽场员工就需要两三百名。

据悉，目前，张琳和丈夫经营的裕博
园已成为综合性的产业集团，总共有6个
经营实体，包括种植、羊场、肉鸽养殖场、
服装厂、生态农庄饭店、乡村亲子旅游。
当下，李庙村这个曾经的空心村正华丽蜕
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从城市回来了。

因为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张琳在老家沈丘县冯营乡李庙村
度过了一个这些年来时间最长的春节。

这次返乡，她深入观察了老家，并做出了让不少人都惊讶的选
择，辞掉天津一国企的工作，接手村里闲置许久的扶贫车间。如
今，随着扶贫车间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从城市回来了。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 见习记者 邢鹏举/文图

“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并
且收入也不比外出务工低。”得
到最心爱之人的支持后，张琳心
里更有底了。

张琳向单位递交辞职报告
后，紧接着便开始张罗开办服装
厂事宜，至此，张琳开始由一个国
企金领向民营企业创业者的角色
转变。

之所以会决定开办服装厂，
张琳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突
发奇想。一直以来，当地不少外
出务工的中青年女性，都是到服
装厂上班，这也间接造就了一批
有缝纫基础的熟练工人。她们以

前多在广东、浙江、天津等地从事
制衣工作，今年因疫情大部分无
奈滞留家中，也有的为了照顾孩
子和老人不想再远离家人。

这些年来，当地政府也根据
实际情况曾经建立过制衣扶贫车
间，张琳爱人所处的村庄就有一
个可容纳近200人的车间，但由
于前任经营不善，导致闲置。经
过调研，张琳发现村周边有很多
具备服装加工技术的村民。于
是，她就利用政府创办的扶贫车
间，集中周边的这些闲散劳动力，
创办了“裕博园”服装加工厂。

从3月8日接手，张琳便和

老公开始马不停蹄地对车间进
行改造、装修、机器安装调试，
加班加点、赶时间、抢工期，同
时进行招工。用时不到1个月，
克服了种种困难后，服装厂便
正式投产。

“内地不比沿海，但在沈丘是
个例外，这里有数万熟练缝纫人
才。经过多年的积淀，已与沿海
地区在制衣行业建立较为密切
的联系，所以制衣是一个解决当
地就业的突破口，现实也印证了
这一点。”沈丘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驻李庙村第一书记程书中告
诉记者。

接手不到1个月时间 服装厂便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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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右）在制衣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