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上了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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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王恒

从昔日天上没鸟飞、地下不长草、十里无人烟、
风吹沙粒跑的“干沙滩”，到如今绿树成荫、良田万
顷、经济繁荣、百姓富裕的“金沙滩”；从曾经的戈壁
荒滩变成现代化的生态移民示范镇，宁夏永宁县闽
宁镇的发展变迁，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战略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东西部扶贫协作、闽
宁对口帮扶的一个缩影。

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的带动下，移民吊庄到
新的土地上深深扎根，重启人生的西海固女儿；创
业致富，带领群众脱贫奔小康的巾帼带头人……一
直在通过自身的坚韧不屈与顽强拼搏在闽宁镇书
写着脱贫致富的奋斗故事。

24年前的春天，马玉萍和丈夫马建明及婆婆、
两个儿子一家五口从西吉县移民到闽宁镇，落户在
木兰村。搬迁前，丈夫来闽宁镇看过，回去后，她问
丈夫，那里有水吃吗？丈夫说有。“一听有水吃，我
当时就哭了，真的，只要有水吃，再差的地方也会好
起来。”马玉萍说。2005年，由于丈夫马建明不慎
受伤颈椎以下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马玉萍像热
播电视剧《山海情》中的“水花”一样一边打零工挣
钱养家，一边抚育孩子、照顾丈夫。两年多后，丈夫
终于能扶着轮椅站了起来……

这几年，马玉萍在闽宁镇上开起了凉皮店，丈夫

也在政府的关心下成了一名保洁员。如今的日子过
得如同家里的苹果树一样，枝繁叶茂，果香四溢。

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有一个助力当
地农民脱贫致富的中草药健康旅游种植基地——棚
湖湾树莓生态园，开发建设者是65岁的车秀珍。

“我18岁上山下乡来到永宁县胜利乡，当过‘铁
姑娘班’的班长，还当过团组织书记、妇联主任。
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感情的，也是带着情怀回
来创业的。”车秀珍说。

由于市场潜力巨大，树莓果品正成为当
地村民的“致富果”，占地2700亩的棚湖
湾树莓生态园辐射闽宁镇原隆村76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原隆村贫困户脱
贫奔小康带来了活力和动力。

……
如今，在闽宁对口帮扶下，

经过多年的发展，闽宁镇全
镇移民群众人均纯收入
由搬迁之初的500元跃
升到现在的10361元，
20年增长了20多倍，
从“赤贫”生活走向
全面小康，过上了过
去想也不敢想
的好日子。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王蓓

“山！到处是山！穷！比俺老家还
穷！”这是20年前，湖北姑娘肖细雨跟着
丈夫杨习伦第一次来到大湾村时的感受。

大湾村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金寨
县。革命老区、库区、高寒山区的“三重
身份”，让大湾人长期困于贫困。2016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将视察安徽脱贫攻坚
的首站选在大湾村，坚定了大湾人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

“当时，在习总书记与干部群众拉家
常、话脱贫的座谈会上，我向总书记郑重
承诺‘大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坚决不撤
岗’。2018年，整村出列。2020年，所有
贫困户已全部脱贫，我兑现了诺言。”初
春，站在大湾村民宿群旁，37岁的村第一
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余静告诉中
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说起大湾的脱贫之路，同为女性的余
静对村里的女人们赞不绝口：“俺们村的妇
女敢想敢干，大湾脱贫，她们功不可没。”

这些年，大湾村吃透用好各项扶贫
政策，依托当地的地理和环境优势，大力
实施产业扶贫，全村吃上了“旅游饭”，摘
下了“贫困帽”、打开了“致富门”。

老村长媳妇宋承兰是当地的致富带
头人，2015年从养羊转做农家乐。作为
村里开办农家乐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宋承兰有着最朴素的想法：“自己是

村长媳妇，得先带头，还得干好，村里人
才敢干”。

宋承兰的农家乐经营得红火，给村
里的女人们“打了个样”，只要敢想敢干
不怕累，没有干不成的事。

外出打工返乡的贫困户、贵州媳妇
王新云，在宋承兰的农家乐当服务员。
2016年，还没“摘帽”的王新云借钱盖起
了二层小楼，开办“新云农家小院”，2017
年就脱了贫，成了村里的“脱贫之星”，现
在一年收入20多万元。

2017年，不甘贫困的肖细雨通过对
120多平方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的扩
建，也经营起了农家乐。当年国庆节，

“细雨农家”开张，游客蜂拥而至，两口子
忙得脚不沾地。

……
如今的大湾村，一改过去贫穷落后的

面貌。青山绿水、粉墙黛瓦、鸟啼蝉鸣、空
气中都透着甜味的新大湾，已获评“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安徽省旅游扶贫示范
村”等称号，成了“旅游网红打卡地”。

2019年末，三层小楼刚竣工，肖细雨
向快20年没走动的娘家人发出邀请：

“来转转”。春节时，三部车16个人，浩
浩荡荡赶过来，庆贺她的乔迁之喜，肖细
雨当向导，一大家人也在村里热热闹闹
游玩了几天。“过去嫌大湾穷，都反对我
嫁过来，现在都羡慕呢，俺得继续加油
干。”肖细雨笑着说。

敢想敢干的女人们打开“致富门”

□ 邵伟

春节刚过，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老支书石顺莲
便开始忙着与大客户签订新的苗绣订单。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每年至少提供
20万元的苗绣订单。”身兼十八洞村苗绣特产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石顺莲介绍，2018年，十八洞
村与湖南工业大学、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签
订《十八洞苗绣产业精准扶贫三方协议书》，定下了
5年苗绣供货计划。

眼下，今年的订单来了，村里的绣娘们有事做
了，大家也更有干劲了。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强调扶贫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

曾经的十八洞村，人均耕地面积仅0.83亩，村
里没有什么产业，集体经济也是空白。全村939名
村民中有57％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均可支
配收入仅1668元。

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十八洞村“两委”班子坚持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在

就业扶贫、产业发展、兜底保障、互帮互助上精准发
力，走出了一条精准脱贫的新路子。2016年，十八
洞村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出列的贫困村。

7年多来，十八洞村坚持因地制宜、壮大产业，
先后形成种养、苗绣、劳务、旅游、山泉水5大产业
体系，2013年至 2020年，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由
1668元增长至18369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到
突破200万元。

2014年，因年龄原因，石顺莲在60岁时退出了
村“两委”班子。然而，这位任职多年的女村支书退
职“不褪色”。“在各级妇联的帮助下，她把村里的留
守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苗绣合作社，为全村95%以
上的妇女培训苗绣，村里300多名留守妇女在她的
带领下开始做苗绣，帮助姐妹们赚了钱，家庭地位也
提高了。”十八洞村村委会委员、村妇联主席梅瑤
说。苗绣合作社成立6年多来，已让30多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受益，近两年实现年产值60多万元，让留
守妇女在家门口赚钱，自力更生，脱贫致富。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现任村支书施金通表
示，将进一步发展苗绣、乡村游、猕猴桃等产业，把
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

特色苗绣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赚钱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刘旭

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有一个名叫华屋
的小山村，村名叫“华屋”，数代人却住着
低矮破旧、透风漏雨的土坯房，相当一段
时间里，华屋人一直处于“深度贫困”
中。随着脱贫攻坚序幕的拉开，如今的
华屋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屋
人也从危旧土坯房搬进了亮堂堂的新楼
房，华屋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屋”。

蝶变的华屋也折射出整个叶坪乡的
崭新面貌。叶坪有着响当当的名声，这里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
地，素有“共和国摇篮第一乡”之称。但之
前由于受战争创伤的影响，加之交通等基
础设施落后、长期投入不足，叶坪一直欠
发达、后发展，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近年来，叶坪乡始终把脱贫攻坚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全局、引领发展，围绕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
创新推出精准管理“五个一”、产业扶贫

“五个一”、健康扶贫“四道保障线”等一
系列接地气、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全乡
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摘帽，贫困村全

部脱贫退出，乡村面貌尤其是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贫困户
人均生产经营性收入高出全省平均值38
个百分点，交出了一份优异的脱贫答卷。

为完成这份答卷，全乡广大女性同
样积极参与，用“奋笔疾书”的姿态写下
了半边天的风采。

自幼在华屋村长大的华小英，从小
跟着父母学了一手腌菜的好手艺。2016
年，和家人商量后，华小英开办了泡菜工
坊并正式打出华嬷嬷泡菜的品牌。靠自
己勤劳的双手，把小小的泡菜从农家乐
饭桌上的配菜，做到如今当地知名的热
销品牌，并带动村民通过泡菜制作、大棚
蔬菜种植等脱贫致富，华小英和乡亲们
一起收获的是“有滋有味”的小康生活。

叶坪乡叶坪村的钟素萍同样是一位
致富女能人。经过自己锲而不舍的努
力，短短几年时间，她就成了村里赫赫有
名的种植大户。自己成功后，钟素萍把
种植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
民，同时帮助村民扩大销售渠道，带领大
家共同致富。如今整个村子，已经有
80%的村民都种起了大棚蔬菜，“温室
棚”也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棚”。

““共和国摇篮第一乡共和国摇篮第一乡””江西瑞金叶坪江西瑞金叶坪::

她们努力为脱贫答卷加分她们努力为脱贫答卷加分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党柏峰
□ 辛亚娥

正月初十早上，在陕西绥德县张家
砭镇郝家桥村的一户院落里，窗格上的
剪纸在晨阳的照耀下，格外好看，窑里
的灶火噼里啪啦地响。王凤英早早起
来做凉面，随后开着三轮车在村头的广
场例行“安营”。

郝家桥村是吕梁山区重点贫困村之
一，贫困发生率为30.7%。“以前常年和
庄稼打交道，脸晒得黢黑，想出去打工又
撂不下老人和娃娃，这几年村里建起了
革命历史纪念室，来的游客多了，我就摆
摊卖起了凉面，一天能卖200多碗。”王
凤英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现在一年下来有近4万元的收入。

眼看王凤英家的光景越过越红火，
同村的王彩莲也没闲着，她在承包的温
室大棚里采摘西红柿、黄瓜，种植的蔬
菜因绿色优质成了香饽饽。“幸福都是
干出来的，今年我家又承包了一个新的
大棚，我们要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
高。”言语间，王彩莲不无自豪。

54岁的王彩莲和老伴均患有慢性
病，儿女在外务工，家中缺乏劳力，是出
了名的贫困户。村里建了集体温室大
棚，王彩莲两口子积极承包，想通过种
大棚蔬菜脱贫致富。张家砭镇妇联主
席周冬梅了解情况后，为他们请来“技
术特派员”，指导他们种芝麻小瓜。随
着大棚蔬菜产量的增加，周冬梅积极联

系城里的学校、超市、企业，帮他们销
售。现在，王彩莲家已经脱了贫，住进
了新房，一家人乐呵呵的。

在绥德县，像王彩莲这样的新型职
业女农民不少。为了传承红色基因，绥
德县妇联在郝家桥村打造了家风馆，展
示了革命先辈的优良家风，评选表彰“好
媳妇”“好婆婆”和五好家庭120多个，为
村里的贫困妇女送去月嫂、家政技能培
训，邀请创业女性、巾帼志愿者“现身说
法”，激发妇女创业致富的内生动力。

84岁老汉马兴业曾任村里的会计，
也是郝家桥革命历史纪念室义务讲解
员。他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是：
1943年，刚到任不久的中共绥德地委书
记习仲勋发动群众一起开荒种粮，搞生
产自救……红土地升起红火日子。在决
战脱贫攻坚中，郝家桥村形成集现代农
业、光伏发电、乡村旅游于一体的产业体
系，多渠道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增收。截
至2020年底，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543元。

郝家桥村正是榆林巾帼脱贫的一
个缩影。榆林市妇联积极发挥团结引
领作用，不断探索创新，形成“5+1”（特
色产业、基地、资金、家庭工厂、女能
人+贫困妇女）的巾帼脱贫模式。“衔接
乡村振兴，市妇联将继续紧贴妇女所需
所盼，以提高妇女整体素质和科技致富
能力为重点，抓培训、建基地、树典型，
让更多的妇女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
榆林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霍凤莲说。

红土地上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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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绣娘们。陕西郝家桥村村民王凤英向游客售卖凉面。

闽宁镇已从曾经的
戈壁荒滩变成现代化的
生态移民示范镇。

安徽大湾村村民肖细雨展示在县炒茶技能比赛中所获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