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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输血”变“造血”

由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平山乡群众发展

传统种植业仅能维持温饱，绝大部分家庭的青

壮年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需要照顾家庭的留

守妇女便成了村里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她们文

化程度普遍不高，又缺乏过硬的技术，如何帮

助他们就业，一度成为困扰平山乡党委、乡政

府的难题。

为此，平山乡党委、乡政府想了很多办法，

均不理想。“要变‘输血’为‘造血’，这才

是脱贫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平山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赵加敏说，以前贫困群众靠政府发

放的补助金和种养补贴等发展生产，这种“输

血”式的扶贫，导致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足，亟待找到一条“造血”式的增收渠道。

于是，乡党委、乡政府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出

走进位于云南省梁河县平山乡的云南慧怡织造有限公司扶贫车间，

只见 50 多名女员工在缝制衣服，裁剪、缝制、锁眼钉扣、成衣检验等

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

作为梁河县第一个乡镇扶贫车间，从 2021 年 7 月投入运营至今，

已先后吸纳当地农村妇女 300 余人到车间务工，共发放工人工资近

100 万元，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农村留守妇女的就业难题。

村民在扶贫车间缝制衣服

谋划策，主动率队“走出去”

招商。

在县乡相关部门的努力下，

终于与云南慧怡织造有限公司

建立联系。经多次沟通协调，

平山乡组织 10 名青壮年到该公

司学习技术，并争取该公司到

平山乡设立扶贫车间，将简单

易学、计件计酬的手工加工件

放到扶贫车间来加工。

“扶贫车间就业门槛不高、

工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效、

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模式，可让

当地群众出家门进厂门，实现

就近就业，满足很多家庭‘挣

钱顾家两不误’的愿望。”平

山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副

乡长岳元顺说。

    

 挣钱顾家两不误

今年 29 岁的玛里永潘，家

住平山乡核桃林村横梁子村民

小组，丈夫平时外出务工，家

中有老人和小孩。在扶贫车间

开办之前，她在德宏州芒市务

工，月工资在 3000 元左右，不

仅离家远，而且回家看望老人

和孩子的时间很少。到扶贫车

平山乡 扶贫车间“制造”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