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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红娟家在南和郝桥镇后东村，

作为一名 80 后女老板，1986 年出生

的她是初中文化。六年前，段红娟跟

普通农家妇女一样，每日也就是在村

里和三三两两的农家妇女聚在一起

唠嗑儿，东家长、西家短就是茶余饭

后的谈资。

可是，段红娟是个不甘平庸的女

人，她不想自己每天就过着这样的生

活。于是在结婚后，她和丈夫经商

量买了一辆大车跑运输，把孩子留给

婆婆看管，开始了长年在外的运输生

涯，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

跑车的生活很艰辛，为了省钱，

夫妻俩更多时候都是买泡面吃，在车

上睡。有时候没活儿干了，两个人就

三番五次地去配货站找活儿。他们

不愿意回家歇着，生怕回家以后有活

儿了自己没有接上，常常在配货站附

近等上两三天。每次丈夫开车时，段

红娟也是格外操心。尤其是在夜间

行车时，她几乎没有合过眼，时刻监

督着丈夫开车。跑车搞运输，夫妻俩

干了五年。

初次创业跑车五年，尝遍苦辣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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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和县郝

桥镇老裴鞋面加

工厂，缝纫机声

如 同 一 首 奏 鸣

曲，四十多个工

人正在忙碌地工

作着。

工厂的老板

段红娟是一名80

后，不甘做农村

留守妇女，艰苦

创业，带动了身

边农村留守妇女

的就业积极性。

对于工厂发展规

划，段红娟很有

信心地说，“扩大

加工点的规模，

争取帮助更多的

姐妹们在家门口

就业。”

近年来，南和县郝桥镇多措并举开通农

村留守妇女就业绿色通道，通过招商引资和

大力提倡当地村民返乡创业等方式，吸纳农

村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直接有效地解决

了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大大

提高了留守妇女就业积极性，实现了理家、

增收两不误。用段红娟的话说就是“有事

干，有奔头！”

如今，在段红娟的工厂里，已成为缝纫女

工的留守妇女们的日常话题不再是张家长李

家短，而是谁挣的钱多，谁做的活好。大家心

里舒畅了，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也都改善了。

段红娟通过自己创业，吸引带动数十名留守

妇女就业，不仅让大家增收了，还净化了社会

空气，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当地的两

个文明相互促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让留守妇女有自己的事业，重置人生目

标，紧跟新时代，展现新女性的步伐、独立、

自信与美丽。段红娟活出了自己的价值，在

新的时代谱写了一位新农村的新女性的瑰

丽人生。

新时代 新农村 新女性

一年来，段红娟带动前东、后东及周边几

个村的留守妇女从事鞋面加工业务。在她的

员工队伍里，有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有二十几

岁的年轻妈妈，还有部分人是残疾妇女。在

她的带领下，留守妇女们靠勤劳的双手增加

了家庭收入。

段红娟还主动投身脱贫攻坚中，联系和

发展了十余名贫困家庭妇女从事鞋面加工，

除耐心细致地向她们讲授鞋面加工技术外，

还帮助岁数大的人以及残疾人讲解其他手工

加工工艺。

机器助力，工人勤奋，目前，段红娟的小

厂平均每天能生产鞋面四百双到五百双，不

仅出活儿快、生产效率高，最重要的是，鞋面

的质量好，舒适、实用。鞋面加工是个细致

活，为了拓展更多业务，段红娟不断创新与学

习，到各地学习新品种和新技术。目前，她制

作的鞋面送至保定后，继续加工后的成品还

远销到美国、日本等国家。

“如果加入的姐妹越来越多，我会扩大加

工点的规模，争取帮助更多的姐妹们在家门

口就业。”段红娟自豪地说，“我愿意做更多留

守妇女的创业带头人。”

不仅带动乡亲增收
还主动投身脱贫攻坚

经过5年的艰苦拼搏，段红娟夫

妻俩有了一些积蓄。对段红娟而言，

在外跑车这几年，她见到好多地方的

农村里都有一些小型的服装或鞋帽

加工厂，里面的工人也挺多的。于

是，她就跟丈夫商量，自己打算回家

创业。丈夫被她的这股拼劲儿感动，

同意她回家创业。2017年，段红娟回

到了老家，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

业。

如今，农村有很多留守妇女，很

多人在农忙之余都有很多闲暇时

间。段红娟发现一个现象，留守妇女

们每天就是过着做饭、照顾家庭这样

简单的生活。有的留守妇女实在闲

得慌，还会打牌消磨时光，不仅影响

了照顾老人和孩子，也没有收入补贴

家用。

回到老家后，段红娟开始调研市

场。由于她结婚之前做过窗帘加工

生意，懂得缝纫机技术，她又专门到

一些培训机构接受更为系统的培

训。手艺学成以后，段红娟来到郝桥

镇，租下一间门市，在多次走访、调研

市场后，决定加工鞋面，并与保定一

家鞋厂签订了订单合同。随后，她购

买了二十多台缝纫机，小小鞋面加工

厂就准备开张了。

订单有了，设备有了，工人还没

有。段红娟就请亲戚朋友帮忙，联系

并找来当地二十来名留守妇女。最

初，由于新招录的留守妇女都没有工

作经验，段红娟就手把手地教她们。

对此，缝纫女工胡素艳说，“我刚到这

里的时候，什么也不会，是段大姐一

点一点地把技术传授给我的。我也

很快就能投入到工作中了。”

由于前期工人水平有限，第一个

订单交货时，没有达到厂家要求的标

准，段红娟赔了一万多元。但她没有

气馁，而是总结经验和不足，并利用

没活儿的间隙，一个员工一个员工地

逐一传授经验和技术。虽然工厂没

有订单，但她不愿意让大家回家歇

着，还照常给大家发工资。其间，她

也会不断出去联系订单。就这样，段

红娟的订单越来越多，工人的手艺也

是越来越熟练。

“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份工作，挣

钱、顾家都不耽误，以前从来没敢想

啊。”一位正在机器上穿针引线快速

加工鞋面的大姐说。

段红娟说，她的工人们拿的是计

件工资，多干多得。目前，一个工人

日工资能达到八十多元，最多的时

候，一个工人一个月能赚三千元。虽

然上班不同于在家赋闲，有时间限

制，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只要

有时间就来这里上班，劝都劝不住。

而且，现在想来厂子里干活儿的人越

来越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她也

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又增加了十几台

缝纫机。

段红娟三言两语介绍了厂子发

展壮大的过程，经过十个多月的发

展，厂子内的机器由原来的二十台

增加到现在的三十多台，员工也由

原来二十来人发展到现在的四十多

人。

“最初，不少妇女看不起这点小

活儿，嫌赚钱少。可做了几个月后，

大家觉得这可比养鸡养鸭强多了，不

用担心投入成本，不会承担风险，还

多做多得，挣的都是纯利，也不用远

离孩子在外奔波，做到了家庭和收入

兼顾。”段红娟高兴地说。

返乡再次创业，录用留守妇女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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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车间忙碌的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