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
民
刘
贵
粉

村
民
赵
青
山

村民武喜秀

村民赵小春和老伴

村
民
刘
花
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大山脚下，一栋栋独门
独院的联排平房，随时一键
呼叫大夫的医务室，整齐划
一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宽
敞的休闲广场，设施齐全的
按摩室……

这是位于内蒙古赤峰市
林西县大营子乡的富康新
村，居住着200多名从附近
村子搬迁来的鳏寡、留守老
人和五保户。单人户的居住
面积为25平方米，两人户以
上为50平方米。每户还有
一个几十平方米的院子。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在日间照料中心看到，几
位老人正在打针输液，接受
按摩理疗。他们一边唠着
家常，一边享受着贴心的服
务，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
容。“以前的房子又旧又破，
地里的收入也不多，做梦也
没想到这个岁数了，还能住
上这么好的房子，小区条件
也好，真是太幸福了！”正在
享受按摩服务的宋占玲对
记者说。

“谁家有事，大家互
相帮一把”

“我用积分做了8次理
疗了。”身有残疾的低保户赵
井荣高兴地说。她负责村里
的卫生保洁，还在照料中心
担任记账员，每月可以获得
不少积分。她经常用这些积分在村里的

“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或在服务机构
兑换服务。

记者了解到，富康新村实行积分制管
理，鼓励新村居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
与公益活动、邻里互助、卫生保洁等，以获
得相应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实惠。

“前不久，我干点零活儿积攒的积分，
兑换了70元的物品。每一分都是我付出
辛苦挣来的，不仅实惠，还有面子。”村民杨
庆茹说。

记者了解到，富康新村还创新互助养
老新模式，成立了25个互助组，形成了邻里
之间、组内成员之间、组与组之间的互助。

赵井荣的丈夫去世后，心里很难过，吃
不下饭，打不起精神。王凤珍老人天天来
陪她唠嗑，给她做饭，还拉着她参加村里的
娱乐活动，让她不再感到孤独和寂寞，精神
也振作起来。

在富康新村，像这样的故事数不胜
数。有一天，张贵成老人突犯眩晕症不能
行动，邻居张琴知道后给他送饭，并一直照
顾到病情好转。李玉琴老人要在家照顾病
人，杨庆茹就到超市帮助她家购置急需的
生活用品。

“谁家有事，大家都互相帮一把，困难
也就过去了。一个个岁数大了，身体都不
好，在这里我们就是最亲的人。”村民郝凤
琴说。

“老人们开心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每到周末，双目失明、行动不便的空
巢老人李炳善，总是盼着“女儿”们的到
来。这些“女儿”都是巾帼志愿服务队的
成员。

在富康新村，活跃着两支巾帼志愿服
务队，一支是由本村23名有劳动能力的妇
女姐妹组成的“暖夕阳”巾帼志愿服务队，
她们了解老人们的家庭状况，就近开展“一
对一”或“多对一”的志愿帮扶工作。另一
支是由来自县里各行各业的13名知识女
性组成的“星火”巾帼志愿服务队，她们利
用周末或节假日，到富康新村开展卫生保
健、文艺宣传、爱心帮扶、美化环境等服务
活动。

走进“美家美院典型示范户”王守云老
人家中，家具物品摆放整齐，窗明几净，室
内盆景生机盎然，花开正艳。“我78岁了，
大家看我岁数大，一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来
照顾我，有时还把屋里屋外帮我收拾得利
利索索的。”王守云拉着县妇联主席李成华
的手说，脸上笑开了花。

大营子乡副乡长、妇联主席马文芳
告诉记者，2020年以来，县、乡两级妇联
以及巾帼志愿服务队，经常到村里开展
相关服务活动，特别在夏季的傍晚，巾帼
志愿者们带领老人们唱红歌、练扇子舞、
扭大秧歌，富康新村沉浸在一片欢声笑
语之中。

“这里的老人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他
们开心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我们会一直坚
持下去，号召更多的姐妹加入这个温暖的
队伍中来。”星火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母晓
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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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貌新风貌新农村·

苴有香：从“春蕾女童”到村“一把手”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苴有香（左一）向村民了解彝族剌绣制作情况。近年，村
里开通了农村电商平台，帮助村民销售剌绣成品。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陆向荣

“有香书记很多事都要亲力亲为，前
不久因为查看村里的水管还扭伤了脚。”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
回族自治县永建镇永安村一名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员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说。

队员所说的“有香书记”，名叫苴有
香，今年1月1日当选为永安村党总支
书记，随后当选为村主任。

苴有香在永安村的一个彝族村寨出
生长大。过去，永安村由于产业发展单
一，村民生活十分困难，苴有香的家境也
很贫寒。2000年，苴有香小学毕业面临
辍学，正赶上“武警春蕾女童班”在当地
一所中学创办，她和村里10名女童幸运
地成为受助者。她至今还记得，“春蕾女
童班”的老师们很看重她，每次学校的文

艺晚会都会让她表演节目，她还获得过
学校的奖励。初中毕业后，她考取了大
理农校。

在苴有香看来，“春蕾计划”犹如一
缕温暖的阳光照耀到了山乡，让她和许
多贫困女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读书梦。
每每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她总是说：

“没有‘春蕾计划’，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5年，苴有香从大理农校毕业后

在大理一家食品公司工作，每个月有
2000多元的收入。2007年，她通过选
举进入永安村委会，先后任村委会文
书、副主任、副书记、监督委主任等职，
其间参加了成人教育，并取得大专学
历，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
刚进村委会时仅有530多元的工资，收
入比在工厂打工时少了很多，但苴有香
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我是在‘春蕾
计划’帮助下完成初中学业的，一直想
回报社会。”

苴有香告诉记者，近年来，永安村在
脱贫攻坚政策的扶持下，通过全村干部
群众的努力，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产业
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现了整村
脱贫。“村容村貌变好了，群众富起来了，
我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永安村的村民对苴有香的评价也很
高。一位村民说：“苴书记对工作认真负
责，乐于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村民们都相信她，所以在这次‘两委’选
举中，大家都投了她的票。大家相信在
她的带领下，我们村一定会变得越来越
好。”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真心希
望像我一样接受‘春蕾计划’资助的春蕾
妹妹们都能心怀感激，记着这份恩情，努
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自己的行动
回馈社会。”苴有香发自内心地说，“只要
不放弃，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每个女
性都能让自己的人生出彩。”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周慧玲

最近，一组照片刷爆了河北省邢台市人
的朋友圈。

照片中，6名大爷、大妈分别头戴时尚礼
帽，身穿英伦范儿的服装，手捧星巴克，俨然
一个个时尚达人。评论中，年轻人纷纷赞叹

“可以原地出道了！”
谁能想到，这些大爷大妈都是平均年龄超

过60岁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家住河北省
邢台市东岳村，都是肽吉生态农场的承包户。

“老农民”做起了新农业

东岳村位于邢台市西部山区，只有300余
亩耕地，零星分布于村子周围。长期以来，村
民们一年只种一季玉米。由于种地效益不好，
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里只留下些老人
和儿童，一些耕地被撂荒。2019年，邢台市的
女企业家郭月香带着一个拥有专业技术的团
队来到东岳村，经过考察后，决定在这里发展
果蔬种植，唤醒这个沉睡的村庄。

刚开始，从未规模种植过蔬菜的村民大
多冷眼旁观。郭月香决定种给农民看。她

从农户手中流转了150亩土地，建起了51个
蔬菜大棚，成立了肽吉生态农场，并招聘当
地农民来农场打工。农场采用土壤还原剂
和植物生命液肥料技术种植蔬菜，不施化
肥，严控农药。几个月后，按照无农残、营养
健全标准种植的西红柿成熟了，不仅色泽鲜
亮，而且口感好，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喜爱，
供不应求。

看到农场效益可喜，许多村民跃跃欲
试。2020年，农场将大棚对外承包，51个大
棚被村民一抢而空。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
双方收益，农场采取了“公司＋农户”的运营
模式，农场负责提供菜苗和技术指导，并且
包收产品，农户只负责幼苗种植、日常管理、
采摘等。

从只会种玉米，到开始种植西红柿、娃
娃菜、油麦菜、紫白菜等各色蔬果，村民对自
己的种植技术也越来越自信。“每当听到别
人说，人家东岳村的西红柿就是好吃，我们
都特别自豪。”53岁的农户韩翠芬对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如今走进东岳村，远处是成片的大棚。
村口、路边曾经的荒地也种上了土豆、大葱、
红薯……农业新技术让昔日的沙石堆里也
长出了累累果实。

前不久，郭月香带着16名农户专程到北
京参观学习，让他们大开眼界：“种了一辈子
地了，到了北京才发现人家的大棚真干净，
人家的管理真科学。”从北京归来，农户们表
示，要按照更高标准，做更规范的现代农业。

新农民开启新生活

新农业让农户收入倍增。村民杨丰廷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7亩地流转给了生
态农场，每亩地每年700元流转费，去年又
在生态农场承包了7个大棚，一年收入4万
余元，“以前种玉米一年的毛收入也就五六
千元，再刨刨成本，根本不划算。”

在农场务工的村民韩翠芬说：“干活儿
时间自己安排，不用离家在外四处打工，接
送孩子挣钱两不误。工资、种植款，农场从
不拖欠，这活能干！”

生产方式改变了，收入增加了，越来越多
的村民开启了新生活。他们不再受困于温饱
问题，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更远的追求。

“时尚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村人照样可
以潮。现在我们农民发展的是新农业，住的
是新农村，当然也要打造新形象。”谈起此次

“新农民新形象”摄影活动的初衷，郭月香说。
摄影师赵晶告诉记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很拘谨，不好意思。在拍摄的时候，她
给一位大姐选了一身羊毛裙，这位大姐怕

冷，不肯脱掉原来的衣服。她给大姐看了其
他人的拍摄效果。大姐也不怕冷了，主动换
了衣服，积极配合，摆出了各种造型。

“最初我和老伴是不太愿意，觉得有啥拍
的？不会穿衣打扮，土里土气的。郭总、赵老
师她们来给免费拍照，咱对付一下就行了。”
参与这次拍摄的村民赵小春说，他们没想到
一番化妆、换装，出现在镜头里的自己大变
样，“根本看不出我是整天跟泥土打交道的老
农民了，也能像电视上的明星一样了!”

后来，赵小春让儿子在市里的照像馆冲
洗了好几张大照片，镶框挂在家中。“以前日
子紧巴，和老伴也没拍过结婚照，这下也是
弥补了这一辈子的遗憾。”

从不自信、胆怯、羞怯，变成自信、喜欢。
一组农民时尚照不仅改变着赵小春，也触动
着村子里其他的村民。他们也想看看自己的
新形象。记者在东岳村采访时，一名扛着锄
从田里回来的妇女，老远就给陪同记者采访
的赵晶打招呼：“啥时候再来给我们拍照呀？”
赵晶大声回答：“下个月，我就搬到村子里和
你们同吃同住，给你们拍照。”

这些日子，赵晶抽空儿就到东岳村
去。她和这里的农民越来越熟稔，大家热情
地招呼她到家里吃饭。在地里，村民教她干
农活儿，有的村民说：“你干活儿，我来拍
你！”

看着村民拿着她的数码相机像模像样
地找角度，赵晶连忙走过去指导，还热心地
教给他们用手机拍小视频、拍照片。

“我想用我的镜头，把老乡们过上新生
活以后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对未来的向往记
录下来。”赵晶说。

郭月香告诉记者，接下来，肽吉生态农
场还要专门为农民开设“时尚课堂”，请专业
老师定期给农民们讲授形体礼仪、化妆造型
等知识，还要给他们做工装裤，帮助现代新
农民打造精致时尚生活，提高新农民的生活
品位。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大营

子乡富康新村探索养老新模

式，鳏寡、留守老人和五保户集

中居住，公益积分、互助养老，

巾帼志愿服务队帮扶。

发展新农业，享受新生活，打造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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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不太愿意，觉得
有啥拍的？不会穿衣打扮，
土里土气的……拍完后，根
本看不出我是整天跟泥土
打交道的老农民了，也能像
电视上的明星一样了！

——赵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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