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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新化姑娘，用钩编手艺带动2800余名女性就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2 月 8 日， 伍 娟
的“梅山姑娘”钩编
艺术馆开门了。过年
期间，伍娟在线上接
了不少生意，这不，
又有几个姐妹决定今
年留在新化做钩编手
艺，不出去打工了。

“ 下 次 再 做， 就
要把棉花塞紧一点。”
在店里的上午，是伍
娟最忙的时候，这时，
她不仅要检查姐妹们
送过来的钩编零件，
根据她们完成的数量
和钩编的零件品种来
支付劳动费用，还要
组装这些送过来的零
件，以确保下午能够
及时发货。

伍娟是娄底市新
化县人，2019 年，在
新化县妇联主席钟英
姿的建议下，她在新
化县城成立了“梅山
姑娘”钩编艺术馆，
销售各种毛线手工钩
编制品，这种简单易
学的手工技艺，特别
有利于弱势妇女群体
和 贫 困 妇 女 就 业 创
业。城市下岗妇女、
农村留守妇女、残疾
妇 女 以 及 中 老 年 妇
女，都可以不离乡不
离土、不出门不出户
就地居家就业，增加
收入，改善生活。

这一项手工技艺，
让伍娟带动了 2800
余名妇女就业，其中，
就有新化本地妇女近
500 人。

长沙市妇联为“社矫女性”举办沙龙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欧

阳婷） “一直向前”“希望之花”

“心中有爱”“向阳而生”……参

加沙龙活动后，女性社区矫正

对象们在纸上这样抒写着自己的

心声。

女性社区 矫正 对象作为特

殊群体，面临着心理冲突、家

庭矛盾、社会接纳等一系列难

题。为促进她们重塑自我，实

现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修复

恢复，更好融入社会，近日，长

沙市妇联、开福区社区矫正管

理局联合湖南省麓山枫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邀请心理专家赵

兰教授和张梅姿教授，针对 50

余名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开展

“重绽生命之花一起奔向未来”

主题沙龙活动。

活 动中，张梅 姿 带 领大 家

进行“拍拍操”“手心相连”暖

场活动，放松大家的心情；赵

兰则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从

总结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

来三个方面讲解辅导，在互动

体 验 中 唤 醒 她 们自尊、 自信、

自立、自强的意识，同时还通

过引导绘画“雨中的我”“曼陀

罗”，帮助她们了解自己的心理

压力状况，增添情感宣泄的渠

道，缓解焦虑不安的情绪，释

放日益积压的心理 压力，形成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沙龙成 员们积极 互动，分

享心得，纷纷表示课程让自己

受益良多，“感到心里被洒进了

‘阳光’，让我坚定要向阳而生！”

其中一名成员满怀信心地说。

据悉，长沙市妇联“重绽生

命之花”关爱社区矫正妇女项

目以排名第一入选湖南省妇联

2022 年“巾帼暖人心”维权创

新项目，旨在落实全国妇联《关

于建立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维

护女童人身权益工作机制的通

知》等有关文件精神，探索从

性别视角，采取“以法正心、以

德养心、以矫塑心、以善修心、

以情暖心”的工作理念，采用

普法、个案、团辅、咨询等综

合手段，促进社矫女性顺利融

入社会，实现自我重塑与绽放，

有效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最初的设想：让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
不久前， 在 娄底 市新化 县，

湖 南 省 妇 联 2021 年“ 恒 爱 行

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爱

心织物启运仪式的现场，省妇联

“娘家人”胸前佩戴着一朵钩编

的小红花，为本省困境儿童代表

送上围巾和毛线帽，而几辆满载

着毛衣、围巾等爱心织物的物资

车辆分别从娄底市新化县和邵阳

市隆回县出发，驶向新疆、西藏

等地。

这些小红花和部分爱心织物

就出自伍娟和她的姐妹们之手。

伍娟出生于 1988 年，她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最开始接

触钩编技艺要回到 10 年前，她

怀孕的时候。当时，还在广东奋

斗的伍娟已经是比较成功的第一

批电商，“每天打包发货忙不赢”，

家里人希望她能够趁着孕期好好

休息。为了打发时间，伍娟购买

了两本关于讲述钩针和编针技巧

的书，在家里自己研究，“几天下

来，我就学会了”，但给家里人

织了毛衣、背心、拖鞋后，伍娟

渐渐对钩编失去了兴趣。

2015 年，伍娟在家里人的建

议下，逐渐将自己的事业重心从

广东转移回了新化，还参加了爱

心公益活动，并于 2018 年成立

了新化县阳光爱心志愿者协会。

经过多场志愿活动，伍娟逐

渐和新化县妇联主席钟英姿成为

了朋友。一次活动结束，钟英姿

搭乘伍娟的车回单位，在车上，

她看到每个座椅上都放了一个针

织的腰枕，询问后得知，这些腰

枕和车上的针织挂饰都是伍娟自

己做的。

“当时钟英姿主席就建议我

开店售卖钩编产品。”但是伍娟

婉拒了，因为她考虑到，钩编产

品是比较冷门的产品，销路不好，

投入和回报成不了正比。

接下来，钟英姿又劝说了伍

娟几次，伍娟在仔细思考后，“有

点心动了”。

而 令 伍 娟 最 终下定 决 心从

业，则是因为自己的妹妹——伍

丽。

伍丽也在广东工作，把小女

儿留在新化，让自己的妈妈照顾。

伍娟回到新化后，伍丽依旧留在

广 东 工作。“ 外 甥 女 特 别黏 我，

因为我是她妈妈的姐姐。”伍娟

记得，一次，她带着外甥女一起

回家过夜，外甥女一如既往地“黏

着”伍 娟，就连她 上 厕所也要

跟着，那天晚上，一向睡得“张

牙舞爪”的外甥女却格外乖巧，

紧紧依偎在伍娟的身旁。她那会

就觉得：孩子真的是太需要妈妈

在身边了，就萌发了要把妹妹叫

回新化的想法。

“我把想要开钩编技艺馆的

想法和我妈妈说了，我妈妈很赞

同， 并让我把伍 丽也叫回来”，

2019 年 9 月，伍娟的“梅山姑娘

钩编技艺馆”开业，伍丽也从广

东回到了新化。

最后的结果：陪好了孩子，也多了收入
虽 然 早 在 2019 年 9 月就 开

业了， 但 直 到 2020 年 9 月， 伍

娟的“梅山姑娘钩编技艺馆”才

正式营业。

“因为手工钩编出成品需要

一定的时间，我们当时的产能比

较小。”伍娟解释，最开始，她

和伍丽两个人在家里学习各种新

的钩编花样，积累货源，确保之

后销售的时候不会断货，同时在

网上寻找目标客户，有时候还要

出去跑业务，积累人脉。

这段时间里，伍娟也在朋友

圈发布消息，希望有意向从事钩

编的妇女能够到她这里来做事。

“并不是每 一 个到我这里 来的，

我都要收下。”伍娟说，来这里

的姐妹不仅需要学习培训，还要

经过考核，才能正式上手。

一开始，伍娟的钩编技艺馆

并没有让大家留意，直到正式营

业后，看到之前跟着伍娟做手工

钩编的妇女都赚了钱，不少赋闲

在家或者陪着孩子在县城内读书

的妇女纷纷找到了伍娟。谭汝秀

和李满兰就是其中两位。

谭 汝 秀 年近 50 岁， 但 因为

家庭条件不好，她头上的白头发

十分明显，为了让两个孩子更好

地读书，她在两个学校中间，距

离钩编技艺馆不远的地方，租了

一套房子陪读，而谭汝秀的丈夫

则在外打工。因为没有工作，谭

汝秀的一天除了孩子并没有其他

内容，为此，她和丈夫之间多有

争吵，夫妻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

2021 年 4 月，谭汝秀在朋友

的介绍下，找到了伍娟，在伍娟

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会了钩编小

花生和玫瑰花瓣。伍娟记得，一

开始，谭汝秀还不算熟练，钩编

的速度并不快，等到逐渐成熟，

谭汝秀一 个月的收 入 就达到了

3000 多元，逐渐负担起家里的

开支。“现在谭汝秀的丈夫不仅

不和她吵架了，夫妻两人的感情

更好了。”

但更多前来工作的妇女和李

满兰一样，李满兰带着孙女住在

学校附近，由于丈夫和儿子都有

经济收入，家庭条件并不太差，

平日里空闲下来，李满兰就会和

邻居同样陪读的家长们聚在一起

打麻将。为了给自己找点有意义

的事情，李满兰在丈夫的陪同下，

到伍娟这里“考察了一下”，随后

便开始学习钩编技艺，第一个月，

李满兰就赚了 1600 元。“以前打

麻将可能还会输钱，现在做钩编

不仅打发时间，还赚 钱了。”李

满兰高兴地告诉记者。

而当初促使伍娟开钩编技艺

馆的外甥女如今有了妈妈陪伴在

身边，也不再黏着“妈妈的姐姐”

了，母女俩的感情越来越好。

如 今， 在 新 化， 已 经 有 近

500 名姐妹在伍娟的带领下，在

家通过手工钩编就业，而在陕西、

河 南等地，还有更多的姐 妹 通

过网络和伍娟联系，为伍娟的钩

编技艺馆工作，“根据我的记录，

现在和我一起钩编的姐妹达到了

2800 余名”。

而伍 娟的产品也 通 过 批 发

商，不仅销往全国，也销售到了

吉隆坡、韩国等地，“我们每天

都要发一批货出去，不发心里就

没底。”伍娟笑着说，“还有这么

多姐妹等着赚钱呢！”

伍娟在做钩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