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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幾張紙、小小一把刀，在雷改轉的手指生花間詮
釋着廣大人民群眾萬眾一心、共抗疫情的決心和守護傳
統文化的初心。
鄭州市級「巧媳婦」雷改轉住在新密市袁莊鄉長椿苑

社區。「在家宅着不能光吃啊，也得做點啥。」她說，
疫情當前，每個人都應該是戰鬥員，管理好自己「宅」
生活的同時，還要用不同的方式為戰「疫」出力，為前
線的勇士吶喊助威。
於是作為新密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雷改轉決定

用自己的剪紙技術來為戰疫出把力。
從大年初五開始，雷改轉經過近十天的構思、創作，

鍾南山教授畫像、抗疫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堅守崗位為
民服務的志願者……一個個抗擊疫情的英雄人物原型，
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幅幅生動而接地氣的藝術作品。

「大家保持距離，戴好口罩，注意一定不要
扎堆！」這是河南省濮陽市南樂縣寺莊鄉後郭
村「四組一隊」發展組成員、村金銀花種植基
地的帶頭人段瑞琢最近對工人們說得最多的
話。
在耐心指導工人們科學剪枝的同時，她不停強

調要科學防疫，「搞好地裡活的同時，還得保證
工人們的健康安全。讓大家防疫致富兩不誤。」
段瑞琢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作為南樂縣的「致富女標兵」，段瑞琢很有經

濟頭腦。「以前開門市賣衣服，後來感覺中藥發
展前景不錯，就在老家包了400畝地，種金銀

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金銀花苗木也到了
剪枝、施肥的季節。「今年的金銀花長勢非常
好，肯定會比去年產量高。」她信心滿滿地說，
地裡的活不能等。她積極響應全市推廣的「一村
一碼」大數據智能化登記制度，制定了工作表、
分時表，要求工人們分散下地幹活，進出村卡口
掃碼登記、配合值班人員測量體溫，戴好口罩、
不扎堆，及時消毒做好個人衛生。
「只有把金銀花伺候好了，在咱這幹活的農民

才能掙到錢。今年金銀花的價格不好說，但看形
勢，應該不會差。」段瑞琢信心滿滿地說，「只
要手頭有錢了，天天都是女人節。」

陶紅玲不僅是「巧媳婦」，更是位偉大的母
親。在採訪中，記者無意間了解到，陶紅玲的兒
子因臍帶繞頸胎內缺氧引起腦窒息，造成小腦平
衡功能喪失，出生後連基本的坐、爬、翻身都不
會，四處求醫花光所有積蓄後，她最終選擇在家
給兒子做家庭康復，這一做就是十年，最終她的
孩子能像正常孩子一樣會走路了。

創電商公司成示範基地
對陶紅玲來說，只要內心足夠強大與堅持，任

何的困境都會過去。面對疫情，她首先想到的是
「能夠做什麼」。
「80後」的陶紅玲曾經在杭州工作，她把杭州
先進的互聯網平台O2O體驗模式帶到家鄉，創辦

了一家電子商務公司。三年時間，公司年營業額達
到500多萬元，成為「河南省巧媳婦創業示範基
地」。疫情期間，物流運輸受阻，菜農的油菜賣不
出去，她便直播了這個情況。「公司通過『微信下
單、集中配送』方式，將新鮮蔬菜按照線上消費清
單需求分成小包，平價出售。」陶紅玲說，為了避
免直接接觸，直接把新鮮蔬菜配送到社區定點堆放
點，待送貨車離開後，由下單客戶自行取走。」
如今疫情雖已大大緩解，但「微信買菜」似乎

已經成為當地縣城人的新習慣，「挺方便的，省
得自己去超市了。關鍵是菜都很新鮮。」一位經
常下單的居民向陶紅玲反饋道。陶紅玲說，疫情
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快了電商在三四線城市的
推廣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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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河南百餘萬「巧媳婦」來說，2020年

的婦女節過得與往年很是不同。自全民戰疫

打響以來，她們或加班加點趕製最緊缺的戰

疫物資；或下廚做一頓熱乎飯菜溫暖鄉村防

疫卡點工作人員；或發視頻朋友圈幫助無法

出門的菜農；或走向田間地頭確保農民的收

入……「我們跟『花木蘭』可沒法比，人家

在前線『打仗』呢，我們就在後方做點自己

能做的事情。」她們默默無聞，卻用自己不

停歇的雙手為戰疫前線送去縷縷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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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婦巧手戰疫
上班下廚出力

河南百餘萬農婦送溫暖：「在後方做點自己能做的事」

「我們有力出力，村裡設
防疫卡點值班，我打第一
炮。」開封市金伯利仿真花
有限公司總經理閆利霞嗓子
都已經啞了。這些天，她白
天參與婦聯組織的抗「疫」
巾幗行動，在村裡卡點值
班，晚上又要忙着公司復產
復工的籌備事宜，每天休息
不到五六個小時。

熱乎飯菜溫暖人心
「在卡點我也沒做啥，除了
值班外，還給工作人員做飯。
卡點處沒有取暖的，我就想辦
法給供電取暖。」閆利霞啞着
嗓子說，她做的都是小事。但
就是這些小事，溫暖着值班的
工作人員的心。
這名普通的農村婦女，其
實是帶動一方群眾增收致富
的脫貧帶路人，她在助力脫
貧攻堅中創辦「巧媳婦工
程」，2019年榮獲河南省脫
貧攻堅奉獻獎。像金伯利仿
真花有限公司這樣的「巧媳
婦」工程基地，當下在河南
省開封全市已建項目點294
個，帶動3萬多名農村婦女就
業，累計幫助建檔立卡貧困
婦女2,000餘人。「巧媳婦」
成為戰「疫」中一道美麗的
風景線。
「我們是巧媳婦基地，雖然
現在訂單量小，但是也已經陸
續復工了，讓貧困戶多多少少
有點收入。」閆利霞說，雖然
現在國內疫情好轉了，但國外
卻不容樂觀。「海外訂單基本
上沒有了，上游缺材料復工也
是緩慢進行。」
同禹宗圻一樣，面對壓力，
閆利霞沒有去抱怨，「這是大
環境，等徹底穩定下來就好
了。現在想辦法堅持下去。」

河南「巧媳婦」工程是通過引導女能人創業辦項
目、各類巾幗示範基地、專業合作社等為平台，

幫助農村貧困婦女、留守婦女，掌握一技之長，實現在
家門口就業脫貧。通過幫助「巧媳婦」找企業、幫助企
業找「巧媳婦」，如今，河南省已促建「巧媳婦」基地
和項目點3.6萬多個，涵蓋了服裝服飾、手工製品、特
色種養殖、鄉村旅遊、電商等眾多領域，幫助100餘萬
農村婦女實現了居家靈活就業，其中建檔立卡貧困婦女
12萬餘人。

改造車間趕製口罩
自春節以來，52歲的禹宗圻手機通話幾乎沒有停過。香
港文匯報記者聽了無數遍「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
終於在5日的中午與她通上話。電話中傳來她走路的聲
音，「我現在正要去村裡的19分廠送口罩、消毒水、體溫
槍，這樣她們就能復工了。」禹宗圻笑言，「有些物資都
是我安排工作人員從深圳那邊『搶』回來的。」
禹宗圻是駐馬店泌陽縣豐盈製衣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

經理，她創辦了20個「巧媳婦」服裝加工點和2個中心
廠區，吸納了1,300多名農村婦女就地就業增收脫貧。
直爽的她在看到口罩嚴重短缺的新聞後，便立即着手改
造自己的製衣車間。「按照口罩廠的要求進行車間無菌
化，大的口罩機還沒搶到手，現在小的機器一天能出二
三千個。還有製口罩的溶噴布，也是我用高價搶來的，
以前都是幾萬塊元一噸，現在已經漲到40多萬元一噸
了。」禹宗圻坦言，「現在我還安排了三個人在深圳蹲
守搶大機器呢。我們不會治病救人，就想着能製點口罩
盡量給社會作點貢獻吧。」禹宗圻生產的口罩全都以成
本價出售，「一分錢都不掙，就是想着能做點事。」
目前禹宗圻還在着手改建其它的車間。「以前做服

裝，每個月要產十幾萬，疫情以來，服裝生意受了影
響，現在能開工的工人不到一半。有些訂單沒法生產，
還得賠償。」說着這些困難時，電話那頭的禹宗圻還是
笑着，「這些困難不是咱一家有。現在要解決最要緊的
事，其它的事等以後再說。」

三班倒生產消毒液
「巧媳婦」基地——河南省虞城能臣公司的近300名

女工從大年初二基本上就沒有休息過，「上了43天班
了，一天都沒休息，一天三班倒地幹。」能臣公司董事
長王秋麗透露，她去年才從上海回到家鄉創辦了該工
廠，主要生產日用清潔用品，疫情以來，王秋麗幾乎將
所有的產能都投入到了消毒液上。「去年10噸一天，
現在又新上了5條智能化生產線，產能提升到了100噸
左右。訂單四五月份的都排滿了。」
全力以赴生產的同時，王秋麗沒有忘記工廠裡每個「巧

媳婦」的個人防護與生活。「口罩年前公司有庫存，會盡
可能給工人多發。在這裡上班的都是附近村裡的婦女，家
裡都是有老有小的，為此除了日常的工資外，如今還給工
人發補助。白天補一百，晚上補兩百。」在此工作的安檢
員丁茹說，「有時候為了節省時間，中午就是泡麵，為的
是多出產品。」「巧媳婦」們既增加了收入，又為戰疫情
作出了貢獻，每個人都鉚足了幹勁。
「這個三八婦女節估計大傢伙還是沒有辦法休息了。

等過了這段時間，一定讓工人們好好休息休息。」王秋
麗說。
據了解，王秋麗還先後向武漢地區、當地政府和社會

組織捐贈了價值120萬元的消毒產品。

非遺剪紙 傳遞抗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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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金銀花 防疫致富兩不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