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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样的场景在五里镇随处可见。作为汉

滨区首批家庭工坊试点户，李金凤目前家里有10台

织袜机，家庭工坊运行一年来，她和丈夫一直保持

着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轮换的工作节奏。

李金凤一边翻着袜子，一边在心里琢磨，如果

日产量能达到6000双，一天就能赚600块。她和丈夫

早就下定决心再购入一组机器，招几个工人，扩大

生产规模，学着“当老板”。

在成为家庭工坊之前，李金凤和众多秦巴山区

的群众一样，外出务工是维持生计的唯一出路。直

到近些年，100万秦巴山区群众被陆续迁出深山，这

学着“当老板”

在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曲折

迂回的社区街道内，不时有织袜

机的作业声传来。从村民自建的

楼房门口向内望去，往往会看到

正在操作织袜机的年轻人，上了

年纪的老人则坐在不远处翻袜。

再望向隔壁，缝头的家庭主妇们

有条不紊地踩在缝纫机上，孩子

们簇拥在身旁搬箱子、递工具，

帮忙做一些简单的活计……

作为大型工业建筑物，“工厂”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印象中从来都是“城市”的产物。

长久以来，为了拓宽自身的“职业前景”，除了务农难有一技之长的农民们只能离开乡

村，一股脑涌进城市，寻找更为宽广的“职业生涯”，“农民工”就此诞生。

即便是当下，“农民工”依然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但与过去不同，投奔

“城市”不再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唯一“出路”。这一次，在“家”门口，工厂“拔地而

起”，敞开大门，农民们“摇身一变”成为“新工人”，他们忙碌的身影从田间地头转到

车间内外，机器轰鸣声、工人讨论声、货物移动声……声声入耳的乡村工厂正一步步拓宽

农民的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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