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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在家门口就能上班，纷纷前来报名。

为了能让新人快速“上手”，服装厂还会对新

加入的员工进行带薪培训。除了缝纫、熨烫等工序

需要学习技术外，剪线、包装等工序则更容易上

手，上了岁数的村民也能干。

在这里，75%以上的工人都曾经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王保民也不例外。因为勤快能干，王保民的

收入一直不错。2月份挣了7000元，那是今年以来拿

的最高的一次。从2019年进入扶贫车间，他和妻

子、父亲的辛勤劳动很快让整个家庭脱了贫。

工厂的运营危机直接威胁到工人工资的正常发

放，就在这时，政府的两笔帮扶资金为工厂带来了

希望——一笔留抵退税，一笔跨省物流补贴。与此

同时，为节省成本，厂里把上班时间改为白班和夜

班两班倒，利用峰谷电价差节省了不少电费。

那年5月，王保民和车间工人们拿到了“来之不

易”的薪水，对着在厂外等候的孩子开心地比了个

“耶”。只要想到工厂经历的那些艰难时刻，王保

民就“斗志满满”，工厂能持续开下去，是他坚持

继续干下去的动力，他始终相信，凭借自己的劳

动，政府的支持，以及员工们的团结，一切都会往

更好的方向发展。

“重生”的小洋楼

在乡村车间里，张喜荣的日常工作就是剪线头

有了政府的“兜底”，工厂负责人再也没有理

由“听天由命”了。2022年5月，他先后两次来到

300公里以外的天水市甘谷县“拉业务”。经过多方

努力，纱线运输线路顺畅起来，不仅完成了30万的

业务，还争取到了新的订单。

然而在疫情最严重的2022年，王保民第一次有

了失业的担忧。2022年3月，工厂接了一个价值30万

元的羊毛衫订单，眼看着还剩5000件就能交付的当

口，全国多地散发的疫情令物流受阻，外省的纺线

也迟迟没法发货。一时间，工厂陷入了既缺乏原

料、又缺乏订单的棘手困境。

己挣钱自己花，多开心！”

制衣厂的“挣扎”

晚上8时，甘肃省静宁县城关

镇南关村的一家制衣厂车间里仍

然灯火通明，在熨烫流水线上，

南关村的村民王保民正忙着赶制

出口的工装订单，和他同一车间

的，还有工人上百个，他们分布

在裁剪、缝纫、检验、包装等流

水线上，和轰鸣的机器一样忙

碌。

如果熟练的话，像王保民这

样的熟手计件，每个月能拿到

5000元左右的工资。这并不比他

曾在广州打工挣得少，最重要的

是，在“家门口”工作能照顾到

老人小孩，令在外打工八年多但

无暇顾及家人的王保民颇有感

触。

在周边村庄，像他这样的村

民不在少数。来服装厂上班之

前，像诸多“空心村”一样，村

民们要么没有工作，要么在外打

零工。直到服装厂成立，村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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