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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桐

“宝妈们，这件衣服是刚到的新货，
纯棉面料，也参与今天的优惠活动……”
3月16日早上8点半，麻燕的“宝妈直播
间”准时开播。

今年29岁的麻燕之前在药店工作
多年，2017年，孩子出生后，在工作与家
庭面前，她选择做了全职妈妈。但在照
料孩子的同时，她一直在找寻新的合适
的工作。

居家照顾孩子的间隙，麻燕有时会
刷刷快手软件，看到大家都在平台上分
享自己的日常和生活小技巧，这让她有
了新的想法。

起初，麻燕开始试着把自己的育儿
经验在直播平台上分享给大家，没想
到，这一尝试，她的粉丝量迅速增加。

“如今，平台账号粉丝量已增加到了16
万多。”麻燕说，当时粉丝量的急速上涨
让她感到迷惑，不相信自己这么快就有
了那么多的支持者。

“很多粉丝在评论区留言，问我是
否销售童装孕婴用品。”麻燕说，正是这
些留言让她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商
机。多方学习直播带货经验、联系供货
渠道……2019年，麻燕顺利走上了直播
带货的创业道路。

麻燕的直播间位于高唐县梁村镇
曹庄村，房间不大，只有10平方米。但
去年一年，麻燕和她的团队在这里创造
了销售额百万元的傲人成绩。

“自从直播带货卖童装后，曹庄村

很多宝妈都想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
她们有的跟我一起做直播带货，有的做
产品上架、宣传推广、售后客服等工
作。”麻燕说，2021 年，她的团队已经发
展成了集直播、仓储、客服售后于一体
的专业团队。

“带动乡亲们过上幸福生活，是我
最大的心愿。”麻燕说，自从自己开始创
业后，总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是不够的，
她想带动宝妈们一同创业。

麻燕说，新的一年，她想积极参与
镇上组织的各种电商培训活动，不断地
充实自己的团队力量，同时，自发组织
一些电商经验交流活动，带动镇上的居
民一起走上致富之路。

据梁村镇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镇将
把电子商务培训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结合起来，与青年创业结合起来，整合
现有培训设施，对有意愿的大中专毕业
生、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合作社带头
人等进行“一对一”创业辅导，建立电商
服务中心基地，培育电子商务致富带头
人，构建农村现代化市场体系，带动更
多村民走上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麻燕：10平方米直播间创百万元业绩

□ 刘小希 朱效瑞

“去年12月，我在全国新职业技术技
能大赛山东省选拔赛无人机装调检修工
赛项获得一等奖，今年 4 月，我将参加全
国比赛。”3月12日，聊城市技师学院教师
柴守立说，这段时间，他正忙着赛前的训
练与准备。

这不是柴守立第一次在技能大赛上
取得好成绩。从教期间，他曾在全国人工
智能应用技术大赛山东省选拔赛获三等
奖，所带领的学生也在聊城市中等职业技
能大赛、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等比赛中获
得优异成绩。在聊城市技师学院，像这样
多奖在身的教师及学生还有很多。

经统计，2021年，聊城市技师学院获
得国家级荣誉4项、省级荣誉68项，其中，
省级一类竞赛7个一等奖、4个第一名，再
次刷新了学院历年来大赛成绩纪录。不
久前，聊城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技师学院
近期工作作出批示，对聊城市技师学院取
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希望技师学院再
接再厉，结合全市产业需求不断提升教学
水平，让更多学生通过技能成就出彩人生，
这也为该学院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聊城市技师学院教务处负责人周春
山表示，参加技能大赛是为了更好地提升
学生综合能力，学院将以技能大赛为契
机，以赛促教，为今后的专业发展和课程
建设探索出新的思路和路径。

聊城市技师学院喜报频传

技能大赛成职业教育“领航标”

文/图 本报通讯员 杜汉书

3月15日，在阳谷县七级镇七级村，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手写黑板报，
旁边还有村民驻足观看。虽然老人眼睛
有点儿花，可是握笔的手却稳稳当当的。

他就是人人夸奖的翟清梃，今年87
岁，已为村民义务书写黑板报12年。黑
板面积虽不算大，但内容十分丰富，国家
政策、健康知识、传统文化、好人好事、天
气预报、疫情防控小常识……应有尽有，
内容不断更换，不变的是正能量的传
递。12 年的春夏秋冬、风霜雪雨里，老
人用执着和坚守，也架起了一个上连党
心、下连民心的桥梁，让党的好声音飞入
寻常百姓家。

说起自办黑板报的初衷，翟清梃说，
2010年，已退休的他，想发挥余热，为村
民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平时喜欢
看新闻，翟清梃内心突然涌起一个想法：
何不在村里办黑板报，把我了解到的新
闻告诉村民们？想法一说出，就得到了

妻子的大力支持。很快，办黑板报的地
方选好了，就在自家东 100 米路北的一
面墙上，那里曾是村里的宣传栏，后来由
于各种原因被弃用了。随后，翟清梃自
掏腰包买来墨汁、粉笔，把这块被人“遗
忘”的宣传栏重新刷了一遍。就这样，第
一期、第二期……翟清梃的黑板报办了
起来，而且越办越好，村民们也越来越喜
欢看。

翟清梃表示，黑板报办得好，得益于
他多年来看电视新闻和读报的习惯。“我
每天都坚持读《聊城日报》。每天报纸一
到，我就一篇篇地认真阅读，把觉得不错
的内容，比如党的政策、乡村振兴、科普
知识等保存下来，第二天再抄到黑板上
去。”多年来，《聊城日报》与他相互陪伴，
也借着他的黑板报成了村民们的良师益
友。

翟清梃热爱着他的“事业”，也赢得
了村民们的赞赏。“他可是俺村有名的宣
传员，只要有新鲜事，他都会及时在黑板
报上更新，我经常去看。老人手写黑板
报真的很辛苦，无论寒冬酷暑，还是刮风
下雨，老人都坚持定期更新，这份坚持太
可贵了！”村民任振明说。“年轻人喜欢通
过手机浏览新闻，但很多像我一样的老
年人不会上网，不会用智能手机，黑板报
上的字大，看起来不费力，我很喜欢看。”

村民翟世新说。
看到自己的黑板报受到村民欢迎，

经常有人驻足阅读，翟清梃觉得再累也
是值得的。“我能够拥有现在的幸福生
活，多亏了党的好政策，现在我们大家过
上了好日子，都要感谢党！我要继续努

力，做好村里宣传员这个角色，只要身体
允许，我会一直把黑板报办下去。”

如今，87岁的翟清梃虽然已是满头
白发，但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他炽热
的爱党、爱国、爱家乡的心，他在黑板前忙
碌的身影已经成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87岁翟清梃义务办黑板报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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