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富路上的 她她力力量量

这支“娘子军”
有一套“三心”秘笈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
伞”，在宁波斌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这样
一支服务团队，10名成员中有7名女性，且
超过80%的成员是退役军人或军嫂。

在过去三年多里，这支“娘子军”通过
“互联网＋”灵活劳务模式，致力随军家属和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为2000余名退役军人
和650余名军嫂提供服务。

面对“临阵退缩”，她说“要有耐心”

采访中，李赛琴见缝插针地跟一位军嫂
确认工作，来来回回打了四五通电话，每次
都是沟通一个又一个的细节，但她的语气中
听不出一丝不耐烦。

李赛琴在团队中主要负责军嫂就业，日
常联系的军嫂有600余位。负责这项工作
两年，遇过太多类似的细碎、繁琐。

李赛琴还有两个身份：随军家属和两个
孩子的妈妈，“我太懂军嫂重新迈入社会的
艰难。”

因为理解，因为共鸣，李赛琴每次在疲
惫不堪时总能找到坚持下去的勇气。

面对“琐琐碎碎”，她说“要有耐心”；面
对“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她说“要有铿锵玫
瑰”的精神！

面对“屡战屡败”，她说“要有责任心”

最近这段时间，欧阳水华又get了一项
新技能：统筹、协调完成一场直播带货。很
多人可能无法想象，三年前，她刚加入团队
时，连如何使用excel都要问百度。

这样的蜕变，源于她的毅力：2014年入
伍，2019年退役，曾服役于武警特战支队，
担任过新训骨干、老兵班班长、代理排长。

加入团队以来，她主要负责退役军人就
业相关工作。除推介岗位外，她平时做得最
多的，就是帮助、引导退役军人转变角色、适
应社会，顺利就业。

强烈的责任心，让欧阳水华的业务能力
日益精进，自2020年以来，已经帮助6000
余名退役军人开展全员适应性培训，并为
500余名退役军人解决就业问题。

面对一次次尝试，她说“要用心”

陈娜也是一名军嫂，在宁波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期间，她充分感受到工作带来的
快乐，“内心渐渐萌生一个念头：让更多军嫂
实现她们的价值！”

为此，她选择加入团队，成为总经理助
理，带领团队，深入驻甬部队了解随军家属
的实际需求，持续开发适合军嫂的工作岗
位。

从早期的数据标注，到备受军嫂欢迎的
招商专员、招聘专员、来料加工，再到时下流
行的直播带岗、直播带货……

因为用心，陈娜感觉自己日渐忙碌。也
正是在这份忙碌中，她越发坚定自己当初的
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有信心给军嫂和退役
军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更大的社会
价值。”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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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曼蓝富”工作室是奉化区妇
联今年重点打造的“七彩巧妇”共富
工坊项目。

“为了更好地推广喜曼蓝富，我
们将与当地女企业家对接，联动企业
资源为蓝印花布文创产品的开发和
推广提供帮助，进一步拓展蓝印花布
文创产品的销路，持续稳定工作室来
料加工业务。”奉化区妇联负责人介
绍，同时，利用“七彩巧妇”视频号广
泛推广蓝印花布非遗和产品制作工
艺，推动文创产品线上销售，不断构
建产供销一体化模式，为蓝印花布共
富项目的持续发展搭建广阔平台。

去年开始，奉化区妇联在西坞

街道“金峨、雷山、蒋家池头、税务
场、余家坝”金溪五村片区开展巾帼
共富示范带创建，打造共富工坊，开
展来料加工，提升妇女创业技能；金
峨村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云顶咖啡
掌柜黄琴、金峨谷露营基地掌柜吴
少驰都是当地的网红店主；余家坝
村推出“余米香”品牌，组织妇女制
作本地美食，发挥美食达人在制作、
技艺传承方面的作用，传播乡村好
味道；税务场村挖掘本地花木种植
女能手，带动村民花卉销售，解决很
多人的就业难题……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王淑冕 胡青蓝 文/摄

“来来来，开始上课了！
制作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边口
内折，对整齐，线脚要均衡。”

午饭一过，奉化区西坞街
道雷山村的妇女赶往“喜曼蓝
富”非遗共富工坊，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蓝
印花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张剑峰一袭蓝衣，站在门口
等候大家，手上拿着新印染的
蓝布。她总爱往村里跑，来给
妇女们培训蓝印花布的印染、
制作、设计等课程。

现场，同做手工的雷山村
妇女主任杨雪糯告诉记者：
“自去年4月引进蓝印花布项
目后，村里妇女的钱袋鼓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也
更好了。”

在“家门口”创业
她过上了
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清清，今天做得怎么样？”
清清是“喜曼蓝富”非遗共富

工坊的常客，也是张剑峰最看重的
学员。从一开始连缝纫机都不会
用，到现在刺绣、缝线、流苏制作全
过程娴熟完成，还能运用蓝印花布
创作各种精美的手包、香囊、挂饰。

除了做手工品，清清还盘下
共富工坊的一角开咖啡馆，给来
往的游客、村民做饮品，生意好时
一天能卖20到30杯。

得益于“喜曼蓝富”项目的落
地，山村妇女也能拥有热爱的事
业。“以前没有收入，纯靠老公给生
活费。现在不一样了，不仅有收入，
而且传承非遗，很有意义。”清清说，
因为手工艺品制作精美，很多城里
人甚至慕名而来想跟清清学习，再
喝一杯她制作的手工咖啡。而这也
成为她努力钻研的动力。

“我们村山美水美，工作时间
可以自由调配，离家又近，很多城
里人都羡慕我。”清清自豪地说。

张剑峰，土生土长的奉化人，13
岁跟着母亲学习染布，毕业后一直
从事布艺设计相关的研究和工作。
2016年，她想做传统蓝印花布，于
是前往云南大理、贵州黔东南等地
寻找古老的技艺，最终师承国家级
蓝印花布传承人吴元新。

“学成以后，我一直在寻找适合
建设传统手工艺创业基地的村庄，
让蓝印花布这项传统技艺重回大众
视野。“张剑峰说。

奉化区妇联了解到张剑峰的需
求，对接正在开展来料加工的雷山
村，成立了“喜曼蓝富”工作室。

“开第一期培训课的时候，来参
加的人很少。”项目落地时“水土不
服”，张剑峰并不气馁，她带着蓝印花
布的设计品，跟村妇女主任杨雪糯走
进村民家里科普、宣传蓝印花布。

“没想到，这种过时的土布经过
设计，能做出既好看、又好卖的东

西。”最早加入共富工坊的赵红玉很
意外，艺术感的设计赋予了蓝印花
布新的生命，同时，喜曼工作室的高
附加值模式也吸引越来越多村民加
入。

“非遗想要传承，重新进入大众
视野，要融入生活，转化成人们生活
中的产品。”张剑峰说道，工作室“非
遗+来料加工”不仅仅是单纯的手
工操作，她还鼓励妇女结合自己的
手艺，用蓝印花布创造、设计日常生
活用品。不仅能传播优秀的非遗技
艺，在增加妇女们收入的同时，激发
对自身手工技能的自信，使她们更
加积极投入到技能致富、文化兴村
和产业强村的道路上来。

目前，该工坊已带动村里30余
位女性开展来料加工制作，人均增
收近3000元；带动10批次2000余
人次入村开展非遗研学体验，显著
提升当地乡村游热度。

这块蓝印花布 让闲散劳动力“动”起来

这些巾帼共富阵地 让女性发挥“无限可能”

蓝印花布绣出“共富路”

农村妇女
让非遗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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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峰张剑峰（（左左））在现场指导在现场指导、、教学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