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27日，在河南省家政联盟开展
的“我为家政行业建言献策”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会上，汝州市家家

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莉和参会

代表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同为家政行

业发展建言献策。

“时间不等人，我要在出发前把手头

的事都安排好，把我们家政行业的好建

议，我们的需求、我们的期盼带到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这位“80”后女企业家落
落大方、优雅自信。

今年，于莉解锁了“新身份”———作

为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这些天她

特别忙，马不停蹄地调研、“充电”学习，

围绕家政服务行业、社区养老产业等方

面，做好相关建议的准备工作。座谈会结

束，于莉就要进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

两会，虽然来去匆匆，她的脸上却始终带

着和煦温暖的笑容。

于莉被人所熟知，是她用 13年时
间，把仅有一名员工的家政公司发展为

帮助千余名弱势群体就业的综合性企

业，她用自己的勤勉与责任完成了人生

成长中的每一次华丽转身。

逆境创业，不惧山高路远

于莉的故事要从一把扫帚说起。

2004年，于莉从中国地质大学法律
专业毕业后回到了汝州结婚生子，一直

囿于家庭事务之中，让接受过良好教育

的于莉开始设想人生的其他可能。

“照顾孩子的时候，我发现朋友因为

工作忙碌找来亲戚帮忙带娃，但要么是

亲戚家中有事无法继续帮忙，要么是带

娃的理念有分歧，总是隔几天就换人，如

果有专业的人带孩子就没这个烦恼了。”

于莉说，从那时候起，她就萌生了自主创

业干家政的想法。

汝州是县级城市，当时家政服务行

业几乎是空白，她和大姐到洛阳调查市

场，盛夏的中午顶着太阳满大街找家政

公司，却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当时找的几家公司都是小规模经

营，员工没有系统的业务培训，制度也不

够规范，但她认为既然要做这一行，那就

得扎扎实实学到真本领。于莉始终觉得，

选择一件事就要做好，做到极致。

2010年 8月，怀有身孕的于莉只身
到郑州市阳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接受了

一个多月的封闭学习，培训老师对家政服

务理念、程序、技术、技巧的讲解以及对家

政服务市场的分析，都让她大开眼界。培

训结束回到汝州，她注册了家家靓家政服

务公司，正式踏上了充满挑战的创业路。

从名牌大学毕业生到别人眼中的

“保洁员”，于莉的家人朋友极力反对。

“去外地买工具，家里人都让我别忙活

了，说干家政不过是拿把扫帚扫扫地，有

啥前途？但就算这样我也要做扫地最干

净的人。”越不被人看好，于莉越暗下决

心要干出一番成绩。

直面困难，荆棘开出鲜花

家政公司开起来，于莉就做好了心

理准备，未来遇到的困难只会比想象中

多而不会少，不管有什么难事，她都会选

择直面它。

没有员工，就去大街上发宣传页招

人；没有客户，就一家一家打电话毛遂自

荐，想尽办法找业务。熬过 2年的沉寂
期，于莉的事业终于迎来了转机。

2013年，家家靓接到一家医院的保
洁业务合作机会，但有 3个月的试用期，
于莉铆足了劲要拿下这个订单。

每天早上，她亲自带团队参与保洁，

从一楼到十三楼，每一寸地板，每一级台

阶都不放过。中午一点半，员工都下班了，

她仍在逐层检查细节，绝不留一个死角。

那段时间，她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疲

惫，还要顶住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就算

跪在污水里疏通厕所、在停尸房休息，都

没有吓退于莉。3个月后，她们通过了医
院的检验，顺利续签服务合同。

事业有了好的开端，公司业务也不

断扩展。多年来，于莉致力于带动城乡妇

女和闲散劳动力实现就业创业增收致

富，通过稳岗就业、拓荒务工、劳务输出

等途径安置 2960余人。

扎根乡土，播撒生活希望

从事家政行业的过程中，于莉接触

最多的就是基层群众，当自己的事业有

了起色，她开始思考如何回馈社会。

2015年 10月，于莉成立汝州市家
家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着力为社会弱

势群体和贫困人群就业创业打造服务平

台。

“这是我们 2017年培训的第一批残
障人士，现在都已经走入社会有了自食

其力的能力，我打心眼儿里为他们高

兴。”看着培训教室内印着学员照片和简

介的展板，于莉能准确讲出和每

一位学员相处的细节，并根据性

格特点和特长分别为学员取了

可爱的昵称。

于莉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

“太阳花”赵艳丽时的情形。那是

在大峪镇开展的一次困难群体

就业帮扶活动中，秀气的赵艳丽

虽已有 20多岁，却一直紧紧拉
着妈妈的衣角，乡亲们说她小时

候因高烧导致失明，没条件上

学，全靠家人照顾。

看着眼前怯生生的女孩，于

莉赶紧上前问她愿不愿意跟自

己学技术，别的不敢保证，但一

定让她过上比现在好的生活。

就这样，于莉带赵艳丽走出了大山，

经过系统培训，赵艳丽整个人都变得乐

观自信起来，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专业按

摩理疗师。

像赵艳丽这样通过在家家靓培训学

校学习技能改变命运的还有许多人，于

莉和培训学校的老师们免费“授渔”帮助

他们融入社会，使大家有尊严地生活。

目前，培训学校里养老护理、育婴、保

健按摩、公共营养、美容、礼仪、茶艺、插

花、古筝、家庭餐制作、计算机等培训教室

一应俱全，实行理论学习、实际操作、上岗

实习一条龙的培训模式。学员结业后，由

家家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上岗。目

前，该校已累计培训城乡妇女和弱势群体

2.36万人，实现就业创业 1.56万多人。学
校被授予“巾帼脱贫创业培训示范基地”

“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称号。

心中有爱，肩上有责。这些年，于莉

先后走进 89个贫困村和边远山村开展
实地走访，在贫困乡镇和人口密集地等

设立 20个代加工点，通过辅助性就业创
业模式提供保洁岗位对接用工单位，带

动 290余名贫困群众就业，实现增收
125余万元。她组建家家靓志愿服务队
定期到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做公益，走进

乡村困境儿童家庭结对帮扶送温暖。

2021年，又组建汝州市蓝天救援队，参
与到防汛救灾、疫情防控等各类志愿活

动中，志愿者累计参与 1897人次，公益
总时长 68236多小时。

在家政行业摸爬滚打 13年，这位行
走着的创业者从未停下脚步。这一次，于

莉要带着新的使命又一次出发，她将尽

自己的力量为民发声，不负重托。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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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出发

全国人大代表于莉炼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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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4日上午，在温泉镇杨寨村东，一台耕机在
田间驰骋，村民在车后捡拾颜色鲜红的根状物。

“这就是丹参，也叫血参。现在行情不错，鲜丹

参每公斤 4.6元，按这个价格算下来一亩（1亩≈
666.67 平方米）地纯收益在 1000 元左右，我这 300

多亩应该会有个好收成。”在田间看着耕机驰骋的

武文明笑着说。

武文明的收益不止于此，他在杨寨村流转了 500
余亩地，去年还种植了近 200亩的板蓝根、白术、地黄
等中药材。

今年 53岁的武文明是“土里刨金”的职业农民。
2016年，得知温泉镇有大片土地流转，武文明便和不
少同乡前往流转土地。

最初，武文明在温泉镇丁庄村流转了 500亩土地
种植花生，之所以种植花生，是因为有稳定的销售渠

道。

“我们老家孟州许多人从事花生加工销售，市场庞

大。以我们村为例，村里 40%的人外出流转土地种植花
生，剩余 60%的人在家从事花生加工和销售。我在这里
种植花生，收获后直接运回孟州出售，省掉中间商赚的

差价，赚得就比别的种植户多。”武文明说，孟州形成花

生米加工市场后，当地种植花生的人也越来越多，土地

租金水涨船高，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武文明选择远离家

乡流转土地种植花生。

“我这人比较‘懒’，一年只种一茬春花生，其实花

生 10月收获后可以再种一季小麦，来年麦收后再种晚

花生，收益更多。”武文明说，在丁庄村种植两年后，由

于灌溉问题，2019年秋武文明转战杨寨村。
“去年调查时，有个老乡建议我种植中药材，我感

觉可以，便把杨寨村的 500余亩地种上了丹参、板蓝
根、地黄、白术。”武文明说。

第一年种植中药材，由于经验不足，武文明有

点受挫。“一是苗没出齐。就拿丹参为例，你看这块

还没有收获的丹参地，地头大片的白地就是当时种

下时没有出苗。”武文明指着田间路另一旁的田地

说，“二是没能及时掌握销售行情。去年种了 47亩
白术，收获得有点早，价格偏低，如果晚一个月收

获，售价就能翻一番。”

虽然第一年出师不利，但武文明看到了中药材种

植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底，我又在嵩县流转了 300
亩地，春节前已经全部种了中药材。”武文明说，“300
亩的丹参收获后，杨寨村的 500余亩地仍旧种植花生。
毕竟种植中药材的经验还不足，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

篮子里。”

临近中午，在田间干活的群众陆续回家，武文明在

田间多转悠了一会儿，离开时他说：“种地，挺好！”

平顶山日报记者 魏森元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职业农民武文明的“种地经”

渠武超为学生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丹参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于莉与省代表团团员合影（右） 郭营战 摄

于莉（左）与志愿者一起做面点 郭营战 摄

今年 46岁的渠武超是市法院行政
综合审判庭庭长，妻子杨玲艳是市法院

交通法庭的一名员额法官，夫妻二人都

在法院工作，他们的家庭虽然没有什么

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夫妻俩在工作上

兢兢业业，在生活上恩爱有加，与家人和

谐相处，与邻里互帮互助，其乐融融。

爱岗敬业，互敬互爱

互敬互爱是家庭幸福的基础，也是

家庭幸福的源泉。渠武超夫妻结婚 27年
来，在工作中始终践行老黄牛精神，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前些年，行政庭的案件

因为案件性质为再审、行政、土地承包等

案件，案情复杂，矛盾尖锐，结案率一直

在低位徘徊。2019年，渠武超担任司法改
革后的行政综合审判庭庭长后，率先垂

范，认真查找结案率低和指标落后的原

因，带头办理疑难复杂的再审案件和行

政案件，团结全庭同志共同努力，主办各

类疑难复杂案件 221件。在 2020年 6月
份和 2020年底等重大节点时的结案率
均名列市人民法院前 2名，各项审判指
标也均达到良好以上水平。2022年 3月，
渠武超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三等功。

杨玲艳作为一名普通的员额法官，

始终把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追

求。她经常说：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一

定要让老百姓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和正义。2019年以来，杨玲艳共受理各
类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和涉保险公司类案

件 845件，结案 806件，所办的案件均无
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也无信访

案件发生。

工作中，夫妻二人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生活中，他们互敬互爱，相互信任，相互

理解，遇到困惑相互开导，相互支持，杨玲

艳对患病的婆婆更是关怀备至。这些都是

平凡的小事，但是就像催化剂一样使他们

平凡的小家庭变得温馨幸福。

孝老爱亲，助邻为善

因渠武超工作繁忙，婆婆年迈多病，妻子杨玲艳在做好工

作的同时，自觉担负起了照顾老人日常生活的任务。起初，婆

婆因为上了岁数，话多爱唠叨，有时候言语还很难听。每当这

时，杨玲艳从不跟婆婆计较，也从不还口顶撞老人，还劝导婆

婆不要生气。在生活中，杨玲艳也一直处处关心老人，把婆婆

当成亲妈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看到儿媳如此真心对待自己，

婆婆深受感动，婆媳关系逐渐升温，一家人的关系和谐友爱。

每当他们忙时，婆婆总会想办法给他们做好饭菜，并接送孩子

上学。

杨玲艳性格温柔，在生活中，谁家有困难，她总会尽自己

的努力去帮助。有一次，一个邻居和婆婆吵架了，跑来向杨玲

艳倾诉苦楚，问她：“为什么我和婆婆过不到一起去，而你却和

婆婆关系那么好？”杨玲艳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说我们

家没有过矛盾？只是我们能找到最好的方法去化解，老人嘛，

你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她，时刻让着她点，不要为了小事计

较，人都有老的那一天，让让也就过去了。”听了杨玲艳的一番

开导，邻居心里想开了许多，从此以后邻居家再也没有发生过

类似的事情，还和杨玲艳成了好朋友。

“一个幸福、快乐、美丽的家庭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共同的

努力。只要每个家庭成员都奉献一点爱，家才会温暖，我们的

社会才会更加美好。”杨艳玲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沛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