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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离我家很近，骑电动自行车10分钟左右就
到了，就像城里职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而且中
午厂里还免费提供一顿午餐。”郝玉娟高兴地说。

郝玉娟是寿县陶店回族乡马店村村民，之前每
年都要出远门到外地打工。随着家里的老人年龄不
断增大，而孩子还小，都需要照顾，郝玉娟就越来
越放心不下。得知今年离家不远的一家服装厂正式
开工后，郝玉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该厂务
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郝玉娟现在可以熟练
地操作缝纫机器了。

“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上班，不用再外出务
工了，多劳多得，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农忙时
也能干农活，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郝玉娟
笑着说，可谓实现“打工、务农、顾家”三不误。

在这家服装厂里，有五六十位像郝玉娟一样的
村民在这里务工。而这家名为安徽欧露雅服饰有限
公司的服装加工企业则是陶店回族乡从长三角招商
引资的新企业，就入驻在该乡“乡村民俗振兴产
业”基地内。

安徽欧露雅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纪汝兵介绍，
其公司主要经营外贸服饰加工，成品主要出口到东
南亚、欧洲市场，“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6月

份”。
“我家就住在对面，走路几分钟就过来了。”今

年59岁的陶善梅是陶店回族乡湖滨回族村人，也来
到厂里上班，只见她戴着老花镜，熟练地用剪刀裁
剪着布料。“我才刚来，先熟悉一下。”陶大妈有些
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现在不是农忙时节，在家闲着
也是闲着，就想来这里挣点零花钱。”

据了解，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解决搬迁群众
就业问题，陶店回族乡在迁建小区对面规划建设了
乡村民俗振兴产业基地，让群众能够搬得走、住得
稳、能就业、能致富。该基地总占地面积17737平方
米，规划有标准化厂房5栋，共计16508平方米。其
中一期工程为三栋厂房和办公楼，于2023年5月完
工，二期工程计划于2025年开工建设，计划招引一
批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地
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基地已经入驻了安徽欧露雅服饰有限公
司、安徽昕瑞鞋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陶店回族乡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筑巢引凤”，招引更多企业
入驻基地，以吸纳更多村民就业，让群众“足不出
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稳步致富，加快少数民族
地区共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 摄影报道）大地欢
歌迎春天，和美乡村看大戏。4月20日下午，
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主办的淮南市潘
集区夹沟镇庙前村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
点活动，在庙前村农民文化大院精彩上演。

此次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面向全国
同步进行网络直播。演出现场，村民们纷纷
登上“村晚”舞台，带来了一个个自编自导自
演的精彩节目。花鼓灯锣鼓《鼓舞春天》、非
遗民俗表演唱《今天咱农民活得美》、推剧演
唱《我学姥姥唱大戏》以及省级非遗项目“采
莲灯”“将兵摔跤”，市级非遗项目“小马灯”等
节目，展现乡村群众精神生活，反映农民生活
新变化、乡村振兴新气象、文旅融合新发展，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声。

“庙前村是您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理想
之地。”“夹沟地美水美生态美，人美家美产业
美。”“直播线上线下的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
来潘集走一走、看一看……”“村晚”活动现
场，来自庙前村、夹沟镇、潘集区的三位“和美
乡村推介官”先后登台，介绍区域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情况，热情欢迎各地游客前来做客。

“村晚”现场为今年第27届夹沟镇农民
文体节各项比赛产生的11位冠军颁奖。据
了解，夹沟镇“4·20”农民文体节，从1984 年
第一次举办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夹
沟镇用文化+旅游+商贸+特色体育活动的形
式，让农民参与，让全民参与，把农民文体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当天的活动中，庙前村和全区11个乡镇
街道设置了 12 个“乡村推介”亭，集中展销

“店集贡米”“芦集绿豆圆”“潘集面圆”“狼布
艾”辣酱等区域特色农产品，受到游客和观众
的青睐，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一位合肥的游
客表示：“好多特色产品都很美味，我要买回
去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

企业建在“家门口”村民就地来务工
本报记者 张明星

这场全国“村晚”奏响了春天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