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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巧手弄青丝 □记 者 李 勇 通讯员 任青松 报道

假发加工厂进货、出货、招工、培训、生产，一件件要解决的难事犹如“假发”，千丝万缕，陈桂英都要一根根梳理整整齐。

坚持不懈地吃苦努力，陈桂英换来的是乡亲们的尊重和爱戴。

自己家里还没用上空调，陈桂英却给车间里装上了空调、电热水器。

疫情形势转好，大量订单随之而来，陈桂英现在最闹心的事
是招工。

8月26日，疫情之后的第一批大订单传到了农家女陈桂
英的手里，这让陈桂英既兴奋又发愁。兴奋的是疫情期间
她的假发工坊一直处于半停工状态，现在终于有了活干；
愁的是这么大的订单得有人干，可是工人从哪里招呢？

今年36岁的陈桂英是临邑县兴隆镇王士会村一个普通的
农家女子，十几年前，和其他农家孩子一样，中学一毕业
就出门打工，在一家假发企业做假发，踏实肯干的陈桂英
很快就成为厂里的生产能手。2017年，已熟练掌握制发技术
的陈桂英回到村里开起了一间手工作坊，带领本村及周围
村落的妇女加工假发。

开始创业不容易，首先是没有厂房，陈桂英就把家里
的5间瓦房朝阳的一面接盖了5间开间式的大房间，作为厂
房，生生把一个原本舒适的农家院变成了只剩一条过道、
支离破碎的大杂院。

其次，因为丈夫还在外打工，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她一
个人承担。她既要当老师教技术，又要当厂长管经营，还
要负责挨家挨户动员招工。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恨
不能长出三个脑袋八条腿。”有一天傍晚，一个客户突然
来电要求第二天一早就要收货，而那批货还没有完成，工
人也都回了家。焦急万分的陈桂英连晚饭都没吃，一直干
到凌晨3点，终于按时交了货。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假发作坊逐步有了起色，不仅
吸引了本村妇女来这里打工，周围村子里的许多农户都成
了她的加工点。在这里打工的农民一年能收入2万元左右，
经济条件有了可观的改善。陈桂英的假发加工点也被设为
兴隆镇的第一个“扶贫驿站”。“扶贫驿站”的步步发展
不仅得到了假发上游厂家的积极支持，也得到了村里的支
持。为了鼓励“扶贫驿站”进一步发展，村里决定把闲置
的村委办公室交给陈桂英当厂房，扩大生产能力，让周边
更多的农民参与工作，增加收入。

8月28日，患有颈椎病的的陈桂英忙碌了一天，满身疲
惫但她仍然咬牙坚持从家门后面找出来去年招工用的广告
牌，擦拭干净，准备明天走出去碰碰运气。她现在最缺的
就是人手。

为了支持假发作坊进一步发展，村里把村委会办公用的房子提供给了陈桂英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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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办假发工厂，陈桂英在自家庭院盖上了两个大车间，宽敞的院子只
剩下了一个过道。

做假发需要经过十几道工艺流程，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细致。 对于来假发作坊工作的姐妹，陈桂英都亲自培训，让她们弄懂做假发的
每一个细节。

整理假发需要细致入微，确保每一顶假发都有统一的品质。

工人们都下班了，陈桂英还要清点产品，整理生产材料，保
证第二天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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