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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日益临近，嘉祥县卧龙山街道周
庄村的家和宫灯笼工坊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为寒冷的冬日增添
了浓浓年味。近年来，这家灯笼工坊以其精湛
的工艺、丰富的产品种类及多元化的销售渠道，
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增收。

走进家和宫灯笼工坊，仿佛踏入了一个灯笼
的奇妙世界。车间里，工人们正娴熟地制作着灯
笼，有的制作挂钩、扎骨架，有的缝灯笼面、刷金
边，有的做底座、装灯笼穗，整个制作过程井然有
序。家和宫灯笼工坊负责人周生占介绍，近年
来，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转

变，传统的手工灯笼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他
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从去年开始做起了电子
灯笼，这种灯笼样式喜庆、低碳环保，深受消费者
喜爱。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家和宫灯笼工坊扩大了
生产规模，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开设了直播
销售平台。通过直播，消费者可以直观地看到灯
笼的制作过程和成品效果，增强了购买欲望。同
时，线上销售也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更多人了解
并喜欢上了电子花灯。“现在大家都喜欢在网上
买东西，我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周生占说，

“线上销售不仅扩大了市场范围，还提高了销售
量。特别是直播销售，让我们直接面对消费者，

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反馈。”
在工坊里，正制作灯笼的村民杨秋霞告诉记

者，她在家门口找到了这份稳定的工作，改善了
生活条件。“一天能赚80元到100多元，多劳多
得。到点了就去接孩子、回家做饭，家务没落下，
还能赚到钱，真的很不错。”杨秋霞笑着说。

据统计，家和宫灯笼工坊已经带动了周边
100余名村民就业。这些村民中，有年轻人也有
中老年人，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
岗位，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工坊的发展提高了村
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他们也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书写着乡村振兴的
幸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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