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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县广度乡的山路蜿蜿蜒蜒。从
地图上看，有些路段因急转弯几乎叠在
了一起。可见这山路不好走。不过，广
度乡庆云村村民王雪芳不怕，她几乎天
天在村与村之间奔波。

拉料、送货、收货、结算⋯⋯这是 14
年来，王雪芳和丈夫蒋亨来一直坚持的
事情。他们带着乡里的老人、残障人士
等 260 户低收入农户，一起跑出了一条
来料加工的增收路径。

烫着一头小卷发的王雪芳爱笑，蒋
亨来有点严肃，在山路间，他们是最佳拍
档。2022年，他们共为村民带来近百万
元收入。

为了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促
进低收入农户家门口就业，广度乡去年
成立了“彩云间”共富工坊。作为共富工
坊的带头人，王雪芳信心满满，在她看
来，共富工坊可以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帮
助更多村民。

游说村民做手工活

14 年前，开过面包车、养过虾的王
雪芳，转行进入了来料加工行业。

她从县城周边企业拿原材料进行
加工，什么都做。藤椅、彩灯、夹子⋯⋯
来料加工没有太多技术要求，容易操
作，但需要众多人手，最好的选择是在
仙居县城招工，运输方便，既省时省力
又节约成本。但王雪芳将目光投向了
交通不便的广度乡。从小在广度乡长
大的她总挂念着老家：“村里有不少留
守老人，有劳动力，但外出不便。”王雪
芳说，来料加工在家就能做，还能让大
伙儿多一份收入。

说干就干，王雪芳和丈夫开着辆小
货车，载满原材料，开始走村访户游说村
民。“阿姨，干手工活不？”“阿婆，手工活
按斤算钱，在家就能干。”“阿公，手工活
你也做得，多点收入嘛！”开车跑了一整
天，他们把村子走了个遍，原材料都送出
去了，但能收回多少成品，王雪芳心里
没底。

送出去满满一车原材料，一周过去，
装回来的成品还不到半车。油费、工时、
材料钱⋯⋯细细一算，这笔生意“亏不
少”。“村民刚接触这些产品，不熟悉，速
度慢。如果工钱少，他们的积极性就不
高。”王雪芳清楚，来料加工想挣钱就得
走量，这需要长期坚持。

王雪芳做了一些调整——从百来种
来料加工中重新选品，挑出最容易上手、
不受季节限制的日用品塑料夹子；与村
民约定工资日结，不欠款不拖账；就算村
里只有一户做手工，也坚持送料上门、收
货上门⋯⋯王雪芳开出的条件不错，而
且服务贴心，做来料加工的村民越来
越多。

从事多年来料加工，有的村民加
入、有的村民退出，但王雪芳夫妇始终
不变。蒋亨来带着秤，把按重量结算工
费的成品称重后收回；背着双肩包的王
雪芳负责记账、和村民结算工钱。记者
注意到，王雪芳的双肩包里，不仅装着
笔记本，还有一沓沓面值从 5 元到 100

元不等的纸币。王雪芳说：“村里很多
老人用的是老人机，也不会使用支付
宝、微信。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纸币最
方便。”为了老人们方便，王雪芳宁愿自
己麻烦。她常去银行兑换现金，还得常
备零钱。

其实，加工成品后与企业结算货款
是半年一次，为了给村民日结工资，王雪
芳要先垫付。“日日结清才能让大家干得
放心。”王雪芳说。

三五天跑遍9个村

“入伙”的村民越来越多，他们分散
在广度乡各个行政村内，最远的开车得

四五十分钟。王雪芳夫妇几乎每天都在
路上。早晨6时，从县城运来原材料，上
午将原材料送到缺货的村民手中，下午
将成品收回。等收完货到家，往往天都
黑了。平均下来，王雪芳三五天就能把
广度乡的9个行政村跑遍。因为每天跑
不少山路，车子的寿命大大缩短。“货车
一般可以跑十几年，我的第一辆货车跑
了 7 年就报废了，只好再买了一辆。”王
雪芳说。

如果遇上暴雨、冰冻等恶劣天气，山
路会变得更加难走。王雪芳还记得，有
年冬季，去收货的路上飘起了雪花，回来
时，路上结了冰。为了安全，他们只好将
货车停在路边，走了几个小时山路才

到家。
来料加工看似简单，但要做好挺不

容易。不过，王雪芳不怕难，也从未想过
放弃。

村民姜大叔手有伤，无法外出务工，
听说可以在家赚钱，就找到了王雪芳。
王雪芳建议他做夹子，两个塑料片、一个
弹簧，姜大叔试了一下，一装一卡 10 秒
左右就能完成。上手顺利，这让他挺高
兴，终于找到了增收的渠道。

在参与来料加工的 260 户村民中，
姜大叔不是个例。这些村民多为老人和
残障人士，占了广度乡留守老人和残障
人士总数的 80%以上。为了方便村民
加工，王雪芳还帮他们搭好了操作台，手
把手教他们如何组装加工。

有了操作台的辅助，姜大叔现在 5
秒钟就能装好一个夹子，一天能赚上三
五十元。每次王雪芳夫妻来送货，不善
言辞的姜大叔总是留他们歇脚、吃饭。

“我的情况外出打工总归是不方便，亏得
你们上门送货、收货，让我在家门口就能
赚钱。”姜大叔很是感激。

“看到大家增收时的笑容，就觉得我
俩再累都值。”王雪芳对记者说。她觉
得，来料加工在广度乡不止是生意，可以
帮助留守老人打发时间，还可以帮助一
些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增收，在改善生
活的同时找到自己的价值。

开拓更多增收渠道

广度乡一处闲置农房去年改造为
“彩云间”共富工坊。这里既是产品展示
区，也是成品和原材料的放置区域。周

边有需要的村民可自愿到共富工坊参与
来料加工。

广度乡党员志愿还依托网格化管
理，排摸村里的富余劳动力，然后根据富
余劳动力的具体情况，帮助他们精准对
接“彩云间”共富工坊。志愿者的重点工
作之一是把年老体弱、残障人群吸收为
共富工坊的从业人员。

有了更多人加入，王雪芳备受鼓舞，
她想更多地帮助村民，不辜负村民的
信任。

眼下正是春耕农忙时。王雪芳夫妇
送原材料上门时，会仔细记下村民的需
求：菜籽、肥料、树种⋯⋯下次再来时，他
们就会帮村民捎带。

“米面粮油，雪芳都是免费帮我们
带。价钱比我们自己买便宜好几块呢！”
这回，王阿婆的需求是带些饲料。东西
还没到手，王阿婆就先把现金给了王雪
芳，“雪芳真真信得过！”王阿婆说。

作为共富工坊的带头人，王雪芳还
想带着村民找到更多增收渠道。

近年来，广度乡的道路逐渐拓宽，
秀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生态
成了广度乡的最大优势。借着这股子

“东风”，王雪芳又开始捣鼓新生意，准
备开民宿。“房子已经结顶，明年肯定
开张，迎接四方游客。”王雪芳乐呵呵
地介绍，山上目前民宿比较少，她先试
试水，“生意好可以再带着有需要的村
民一起干。”

虽然身在山区，但王雪芳觉得大有
可为。她自信地对记者说：大家一起努
力，广度乡村民增收的路子一定会越走
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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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丽水，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群，他
们平均年龄40岁。只要音乐响起，他们
就会坐着轮椅灵活地旋转、舞动。这支
轮椅舞蹈队共有10名队员，大都没有舞
蹈基础，他们的相聚，离不开“希望之家”
负责人叶佳临。

叶佳临是一位脊髓损伤者，为了
帮助伤友提高生活自理能力、重新融
入社会，2010 年，经莲都区残联帮助，
叶佳临牵头组建了莲都区脊髓损伤者

“希望之家”，当前“家庭成员”已经有
200 多人。

“最近我们正在排练轮椅舞，准备参
加一场‘她力量·关爱残障妈妈’的公益
活动。”叶佳临说。

振作精神逐渐走出阴霾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莲都区残联的
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在训练场地，
坐在轮椅上的叶佳临正在指导队员们训
练轮椅舞。

2002 年，27 岁的叶佳临因为一场
高处坠落事故造成脊髓损伤，导致下肢
瘫痪，这对他的打击很大。

“我也和现在遇到的很多伤友一样，
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未来。当
时我完全处在一种无助迷茫的状态中，
去各地求医问药，寻找康复的希望。”叶
佳临说，他无法接受躺在床上的自己，无
法接受大小便失禁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
褥疮和并发症。

在家人的照顾下，他开展训练、针灸
治疗、服药⋯⋯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也有过无奈和怨恨。

“儿子当时才5个多月，看着幼小的
儿子，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下去。”叶佳
临告诉记者。出事以后，妻子对自己不
离不弃，并且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康复。
这让叶佳临深受感动。

为了能有更好的效果，叶佳临去杭
州进行康复训练。这段康复训练经历，
让他的状态有了很大改变。

怎样自己穿脱衣服、怎样自己上厕
所，叶佳临像个孩子一样从头学起，他

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生活自理。他
从中领悟到，学会生活自理并不难，难
的是坦然面对现实并振作精神的决心
和勇气。

“他在家人朋友的鼓励中逐渐走出
阴霾，并且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妻子李
小玲说，“我看到他回来后整个精神状态
都不一样了。”

“在杭州康复中心，有来自全省各地
的伤友，台州的章思森大哥很有文艺情
调，经常带着我去看电影，去杭州剧院欣
赏音乐剧。”叶佳临说，“当时我就想把杭
州这些先进的康复训练技术和理念带到
丽水，让更多伤友通过训练改变自己的
人生。”

用亲身经历鼓励学员

“希望之家”成立后，每个季度举
办一期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训练营，
叶佳临当起了义务教师——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以及他在康复训练中学到
的专业知识，为学员们讲解怎样实现
生活自理等康复要点，并鼓励学员们
克服自卑心理、重建积极心态，尽快融
入社会。

“受伤后十几年没出过大港头镇，后
来经过培训，我学会了生活自理，能独自
出门逛超市，还和伤友结伴坐动车去杭
州旅行。”大港头镇的训练营学员徐晓
珠说。

训练营学员陈文华介绍：“我十几年
前骑摩托车出车祸，伤到了脊髓神经，下
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但我没放弃，训练
营对我生活自理有很大的帮助。”

叶佳临小心翼翼地翻开一本早已发
黄的本子，上面记录着“希望之家”每个
伤友的情况。

“很多伤友都是像我当初一样非常
迷茫，他们非常需要有经验的伤友帮助，
给他们普及相关知识、提供信息、鼓舞信
心。”叶佳临说。

“我就是叶老师从医院‘捡来的’，叶
老师经常去医院康复科、社区街道寻访
伤友。2015 年我脊髓受伤后在医院进
行治疗，叶老师找到了我。”“希望之家”
成员邹建明介绍，如今他也成了轮椅舞
蹈队成员。

2019 年，“希望之家”有 30 名伤友
通过生活重建训练营学会了生活自理。

这30人又通过“传、帮、带”，帮助了更多
学员。

36 岁的胡华仙是轮椅舞蹈队里最
年轻的队员，刚进队时需要别人背着上
车、上舞台的她，如今已是一名出色的轮
椅舞者。

“一边做舞蹈动作、一边保持队形的
整齐、轮椅间距的一致，变换队列时还要
避免碰撞和延误。”胡华仙摊开双手，我
们看到由于长期训练，她的手上长出了
厚厚的老茧。“虽然训练很辛苦，但我们
很开心，这能展现我们的风采！”胡华仙
语气坚定地说。

“我接触过很多伤友，看到了他们的
苦难，我想总要有一个人出来做这件
事。现在，看到伤友们开开心心地聚在
一起，走出家门积极面对生活，我很满
足。”叶佳临感慨道。

传递一份坚强的爱

近几年，叶佳临和“希望之家”的成
员常会去北京、上海等地参加康复训练
培训，并将新的康复训练理念带回丽水。

伤友徐志飞就是受到叶佳临的鼓
舞，有了直面困境的勇气，并且将这一份

坚强的爱传递下去。
1970 年出生的徐志飞是莲都区南

明山街道旭光村人，2014 年，一场意外
导致他坐上了轮椅，原本从事的花艺事
业从此中断，他也一度意志消沉。

后来，在叶佳临的鼓励下，徐志飞重
整旗鼓，再战花艺行业。事业蒸蒸日上
的同时，他也怀着感恩之心，帮助身边更
多的人。

“2016 年春节的前一个月，我坐着
轮椅，教工人怎么装修、怎么策划、怎么
布置，自己还坐着车去金华进货。当时
我就下定决心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最
后终于坚持下来了。”徐志飞告诉记者，

“我把重新开店的想法告诉叶佳临，他非
常支持我。”

2016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天，徐志飞
的“十月花艺”花店开张营业，他将花店
里的第一束花送到了叶佳临手上。

如今，叶佳临和徐志飞成了好朋
友。在叶佳临的建议下，徐志飞紧跟发
展趋势，通过图片、短视频等方式展示自
己的产品，在电商平台、微信平台等进行
销售。几年下来，徐志飞客户不少，收入
相当可观。

“现在的我比以前乐观多了。”应根
华对记者说，“我受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
不敢出门，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还需要家
人照顾。现在我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也
认识了很多像我一样的伤友，大家相互
鼓励相互慰藉共同进步，而这些都离不
开叶老师的辛苦付出。”

在叶佳临的带领下，像徐志飞、应根
华等人一样，越来越多的伤友振作精神、
日益自信。

“我是个不幸的人，但同时我又是幸
运的，我感谢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也感谢

‘希望之家’，组建‘希望之家’让我燃起
了 对 生 活 的 希
望 ，我 会 尽 最 大
的努力帮助更多
人。”叶佳临说。

（本版图片除
署名外均由受访
者提供）

丽水叶佳临建“希望之家”帮助脊髓损伤者——

在阴霾中燃起生活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杨世丹 邱建平 区委报道组 王拂晓 翁卓谞

“彩云间”共富工坊内，村民们正在做来料加工。从王雪芳（左）手里领到工钱，村民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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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佳临（右）指导“希望之家”成员进行力量训练。 本报记者 邱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