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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一位55岁的农村妇女，一呼百
应，带领众多姐妹和村民外出务工。
她因此成为种植公司的“及时雨”和当
地妇女勤劳致富的“领头雁”。

她叫吕金梅，小名“二闺女”，是内
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蛮会镇红旗
村村民。红旗村人均耕地少，过去，很
多留守妇女和村民在家没什么活儿可
干，靠打麻将、闲聊打发日子，而很多
种植业公司在农忙时节却常常缺劳动
力。2006年，吕金梅萌生了带村里姐
妹们出去打工的想法。

“刚开始是有亲戚朋友种的地多，
忙不过来，我就叫上几个妇女去帮着
干活儿。后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我
的队伍也大了，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二
闺女’打工团，组团出去打工。”近日，
吕金梅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
说。

“二闺女‘9+1’团”

大多数时候，她们就在周边地区
务工，有时也去几百公里外的地区干
活儿，离家时间最长的达两个半月。
在近处干活，她们每天早上6点出发，
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到家里。中午，大
家吃自己从家里带的饭。

因为活儿干得好，要价合理，打工
团接的单越来越多，名声也大了起来，
周边的村民慕名而来，一些贫困户、残
疾人也想加入这个队伍。为了不落下
一个人，吕金梅想了一个以多带少的
办法，由9个健康打工者带1个贫困
户或残疾户组成打工小组。她们的团队也因此取名
为“二闺女‘9+1’打工团”。

“那些身有残疾的妇女，要是单独出去，老板一
般不要。如果跟团队一起去，快的带着慢的，老板才
愿意接收，她们也就有了收入。”吕金梅说，“每次组
团出去，我都要跟着，这样心里踏实，雇我们干活儿
的老板也踏实。”

村民高玉霞家，老伴儿失明丧失了劳动力，
2016年被确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她说：“我忙完
自家地里的活儿，就跟着‘二闺女’出去干活儿，一年
能挣个六七千块钱，日子越过越好。”

跟着“二闺女”打工团，不但有活儿干，有钱赚，
还不怕要不上工钱。打工团的一名成员说：“吕大姐
肯吃苦、人能干，为了大家跑前跑后。这么大一个团
队啥事也得操心。要工钱的事我们不操心，都是她
给我们结账。”

“大家信任我，挣的都是辛苦钱，要不上工钱，我
夹在中间也很不好受，所以我会想办法。再难，也不
会拖欠大家的工钱。我联系业务，挣的是老板的钱，
不从大家身上取一分钱。老板一天给每人300元，我
都直接给到每个人手中。十几年了，我没拖欠过一个
人的工钱。”吕金梅说，她们的活儿得到了雇主的一致
认可，2020年，打工团收入达到了300多万元。

幸福人生打拼来

“这几年，我们的打工收入越来越高。今年种葵
花，一亩60元，有的妇女一天能种10亩，就是600
元。看到大家的收入多了，日子过好了，是我最开心
的事。妇女们挣了钱，提高了家人的生活水平，她们
在家庭的地位也提高了。”吕金梅说。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打工团人数从最初的二三
十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200多人。团队成员中最小
的30来岁，最大的65岁，妇女占70%。农忙时节，
她们常常穿着统一的衣服，围着一样的头巾，坐着大
客车、中巴车，有说有笑奔赴田间地头，阵势浩大，成
为当地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和杭锦后旗两级妇联一直
关注打工团的成长，妇联干部多次到村里慰问，鼓励
打工团的姐妹们打拼幸福人生，在打工的同时学习
种植技术和经验，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去年，在杭
锦后旗妇联举办的“二闺女”打工团总结表彰会上，
20名打工团成员获得“金牌劳动能手”称号，吕金梅
获得“勤劳创富杰出带头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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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开了一家养老院
■ 雒珊

我的家乡位于川东北部的巴山山麓，5
年前开始实施新农村规划建设，村里环境
大变样，大多数村民都住上了两层的小楼，
周边基础设施大大完善，村里还开了一家
养老院。偏远小村竟还能开起养老院，我
顿生好奇，便去实地探访了一番。

养老院叫祺润康养中心，由本村常年
在外包工程的企业家与另外两名有着养老
服务工作经验的人员合伙开办，2019年正
式营业。

这家养老中心现接收了 74 位老人。
入院前要对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评
估，并按照评估等级收费，分为自理、半
自理、完全不能自理（失能/失智）三个等
级，自理等级为 2400 元/月，半自理等级
为 2800 元~3200 元/月，完全不能自理等
级为3200元~4000元/月。其中自理老人
较少，不到总人数的 1/3，半自理和不能
自理的老人加起来超过 2/3，平均年龄达

80 岁。也就是说，大多数入院老人是失
去劳动能力甚至自理能力才进来的。其
中，农村和城市老人各占半数，有退休金
的基本占 40%，60%都是由子女支付照护
费用。

机构一共20个工作人员，有护理员、清
洁员、餐厨人员、种菜工和门卫，还有一名
兼职医生。其中，护理员共10人，主要负
责老人的基础护理。

养老机构的活动空间很大，适合老人
活动散心。护理员每天会带领老人做健身
操，每周开展一次文化娱乐活动，比如唱歌
跳舞、学模特步、拍照、写毛笔字、玩棋牌
等，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都会参与其
中；最后，根据老人的饮食习惯、性格特点，
灵活调整沟通和照护方式，比如有的老人
早餐喜欢吃面，而有的老人早餐喜欢喝粥，
经过协调和偏好统计，粥和面各准备一些，
同时避免过硬过辣的饮食。

在控制安全风险方面，首先养老机构
是全封闭式管理，大门口和公共活动场所

安上了监控，只有白天天气好的时候部分
老人可以结伴出行，到村里转悠。机构配
备有呼吸机等设备，并且每天对老人进行
基本的身体检查，如遇老人突发疾病或受
伤，第一时间采取急救措施并与定点合作
的医院联系，救护车接往医院治疗。部分
老人去世之前，第一时间联系子女，由子
女处理后续事务。目前，这家养老机构还
是以养护为主，今年也有计划与民营医院
合作，在机构旁边建一个小型的康复中
心，承担老人的基础疾病治疗和康复工
作。

养老院目前还没有盈利，据介绍，照护
老人数量达到100个以上才能平衡成本和
效益。其次，护理员紧缺仍是一个问题。
一些村里的中年妇女经过培训成为护理
员。但随着入院老人不断增加，护理员必
须相应地增加，招人来不是问题，但要固定
下来成为正式护理员很难，很多人不愿意
做繁重的护理工作。

据养老中心负责人介绍，入院的老人

中90%都是自己提出要进养老机构。过去，
城市和农村都保持着家庭养老的传统观
念，但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对于机构养老的
接受度更早、更快。农村是熟人社会，把老
人送进养老院会落得老人可怜、子女不孝
的坏名声，因此大部分农村老人“宁愿委曲
求全跟儿子死，不愿儿子背骂名而活”，不
会有去养老院的考虑。现在，这种观念开
始转变。我们村的村民都说，“去养老机构
是去享福的，是子女孝顺”。

据了解，过去，本地由财政全额支持
的幸福院共有7家，但主要集中供养特困
人员，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普通群众更
高质量的养老需求。最近几年，民营养
老机构增多，已有近10家。目前，对于相
当一部分农民家庭而言，养老机构的看
护费用仍然让他们力不从心。如何让那
些有需求也有意愿依托机构养老的农村
老人走进养老院，是个值得关注的重要
议题。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暮春时节，十家子村处处孕育着生机，
极目远望，新芽在田间若隐若现，几十个葡
萄大棚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平整的土地上，
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十家子村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木
头城子镇。过去，由于土地贫瘠、干旱少
雨，村民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收入很
低，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近年来，
该村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以电子商务为
突破点，通过“互联网+种植基地+深加工
基地+合作社+实体店”的模式，推动产业
发展，走上了强村富民的小康路。今年3
月，他们的经验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乡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走进十家子村，一探究竟。

规模种植经济作
物，贫瘠土地生金

今年1月，返乡创业女
大学生王颖有了一个新职
务：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木
头城子镇十家子村村党支部
书记。手捧带领全村村民致
富的接力棒，这名“90后”深
感身上的责任更大，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

2010年，从考上大学、走出家乡的那
一刻起，王颖就给自己立下一个十年约
定：帮助家乡父老种出好产品，创出好品
牌，卖出好价钱。在校期间，王颖学习了农业
创新知识，寒暑假在家乡考察产业资源，结合
在城市里的感受，为回乡创业做准备。

“很多城里人都希望买到纯天然绿色
的农产品，但难以找到放心渠道。顾客的
需求不正是我们的商机吗？”王颖回忆说。

2015 年，王颖大学毕业回到十家子
村，在村干部的建议下，采取土地流转+农
民入股的方式，流转了1000亩土地，种植
小米、小麦、葵花、葡萄、苹果等绿色农产
品，并建设了农产品加工基地，按高标准统
一管理，坚持绿色生产。

当时，规模种植在村里还是一个新鲜
事物，王颖开了一个好头。随后几年，在她的
影响和村党支部支持帮助下，先后有20多名
大学生积极返乡，领办合作社，并创办了新发

永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经济实体。十家子
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
流转土地近万亩，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通过种
苗供给、田间管理和成熟采收一体化跟踪服
务，打造出高标准农产品生产基地，村里的产
业发展由此走上了快车道。

王颖告诉记者，现在全村有近一半的
土地都种上了经济作物，重点发展葡萄特
色种植，建设了40个精品冷棚葡萄园，还
种植了油桃、小柿子等水果，引来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村民不但得到了分红，还有务
工收入。

网络销售接地气，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

每天晚上6点钟，十家子村“村姑进

城”商学院都会邀请村民前来直播，当地的
豆腐皮、有机小米、杂粮、葵花籽油通过网络
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这几年，网络销
售改变了十家子村农产品的传统销售模式，
也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因此受益。

“咱们农民代言自己的产品更接地气。”
王颖告诉记者，过几天，她们还要把直播间
搬到葡萄大棚去，让全国各地的网友直观地
看到他们的种植基地，看看有机葡萄是怎么
种出来的。

“咱村的水果4月份开始成熟，在3月
份基本上就预订一空了。”王颖自豪地说，以
前种出来愁卖不出去，现在水果没落地就收
到了钱，老百姓种植的积极性更高了。

把电商销售引入农村并非易事，提到起
初做电商，要把村里的农产品往外卖的时
候，一些村民还不太相信。有一次，王颖接
到一个1000只笨鸡的订单，要求把鸡杀好，
清理干净，真空包装，一些养殖户感到为难，
打了退堂鼓。不过，当天晚上还是有30多
名村民主动来帮忙，和她一起包装。大家
说：“娃娃要干的事，咱们一定支持。”

村民们的支持和信任，让王颖坚定了把
村里的农产品销往全国的信心。在参加了
省、市妇联举办的巾帼电商培训班后，王颖

采取“线上开网店+线下实体店”的模式，
注册了“村姑进城”商标，先后在辽宁朝阳、
上海等地开设线下实体体验店，与淘宝等
大型平台对接，搭建农产品网上销售渠道，
形成了“线下体验、网上下单、云仓发货”的
电商平台运营机制，建立了农产品从生产
源头到终端销售的全新产业链模式，为乡
村产业发展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

提升农产品深加工水平，地域
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打造特色品牌，是农业增效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十家子村将传统农产品不断
提档升级，创出品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王颖和村干部们建议和推动下，村
民在种植小麦的同时种上了向日葵，通过
炸葵花籽油，每亩地能增收3000元~5000
元。朝阳的小米远近闻名，但以前也就能
卖到5元~6元一斤。王颖和她的团队设
计出小包装，推出“宝宝米”和“滋补金米”，
让传统小米的价值翻倍。村里远近闻名的
豆腐皮口感好，但不易运输和储存，他们研
究出半熟状态抽真空包装，让村里生产的
豆腐皮成为抢手货。

近年，村里建立清洗、包装、分等分级
标准，规范农产品初加工，与沈阳农业大学
等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不断拓展农
产品深加工等方式，培育创立了“村姑进
城”“蛮妞”“晶脂”等品牌。村里的农产品
不但更好卖，还卖出好价钱，带动27户贫
困户脱贫，500余户农民致富。

作为村书记的王颖，对十家子村的产
业发展又有了新的规划。“京沈高铁开通
了之后，我们的区位优势更明显了。”王颖
告诉记者，高铁开通了十家子站，从北京
到村里也就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是村里
发展乡村旅游的好契机。王颖计划将村
里的部分农户家打造成民宿，把东北传统
民俗和采摘等乡村旅游特色与朝阳的红
山文化、佛教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吸引更
多游客来十家子村，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村里已经策划设计了“朝阳格格”旅游
产品品牌，这一品牌不仅有着浓郁的地域
特色，还蕴含新农人蓬勃的朝气。“我们将
以‘朝阳格格”为载体，打响朝阳的农产品
品牌，把朝阳的特色产品销往全国，以优异
的成绩献礼建党百年。”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二闺女”打

工团人数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增加到

1200 多人。2020 年，打工团收入

300多万元——

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调整种植结构，辽宁朝阳十家子村发展产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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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

4月27日，新疆温宿县恰格拉克乡喀
拉都维村妇女在给滴灌小麦喷洒叶面
肥。

位于天山南麓托木尔峰脚下的温宿县
是自治区优质小麦主产区。今年该县扩大
优质小麦种植面积，选用品质优、产量高、
抗病性强的新冬22号小麦为主栽品种，并
推广高产节水滴灌小麦种植技术。目前，
全县种植的34.92万亩小麦（其中滴灌小麦
为1.1万亩）长势喜人。 颜寿林/摄

新疆温宿新疆温宿::小麦优选优种小麦优选优种

巾帼兴农兴农

打工团的姐妹们乘坐大巴车外出打工。

十家子村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员工在处理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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