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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貌新风貌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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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邰胜智 文/摄

近日，在贵州省施秉县双井镇的集市上，
张老英的苗族剪纸作品卖得很火。“现在已经
卖得2000多块钱了。”在街边摆摊热卖苗族剪
纸的张老英说。

今年55岁的张老英是双井镇巴琴村村
民，小时候跟着母亲学习剪纸，从14岁就开始
为村里的妇女们免费绘制刺绣图案，后来成为
当地苗族剪纸界的一名艺人，2012年被评选
为州级非遗项目苗族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近年来，她凭借一双巧手，把传统苗族剪纸做
成了一项特色产业，还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习所，手把手传授苗族剪纸技艺，帮助当地
农村留守妇女找到了增收的新路子。

张老英告诉笔者，苗族妇女们在绣花衣
时，必须有剪纸图案作底部，然后根据图案结
构一针一线刺绣成美丽的花衣。近年来，追求
时尚的苗族妇女越来越多，对时髦花衣的款式
花样也特别讲究，部分绣娘还专门从事苗族服
饰生产、销售，因此，市场对剪纸图案的需要量
也越来越大。

“剪纸在我们苗族地区供不应求，销路很
好。我靠卖苗族剪纸平均每月能收入6000
元，稳定得很。”张老英说。

张老英的大徒弟龙阿妹也高兴地说：“我
从张姐那里学会了剪纸，现在我也能卖自己的
作品赚钱了，平均一个月收入不低于 3000
元。家门口赚钱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据了解，近年来，施秉县立足当地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培养刺绣、剪纸、蜡染、
银饰等各种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充分发挥乡土人才“传
帮带”作用，带领当地群众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
济”，帮助留守苗族妇女们居家创业就业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评论员 佟吉清

夏至已至。此时，稻花如白练，荷花
别样红，田野充满希望，风光一派大好，美
不胜收的乡村景色跃然纸上。

《人民日报》图片报道，广西北海市旺
盛江河畅、水清、岸绿，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旺盛江合浦县常乐镇象古村风景如
画。新华社记者在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
四宫村拍摄的薰衣草花海浪漫袭人，村民
依托薰衣草产业走上致富路，四宫村也荣
获全国“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荣誉称
号。中国新闻网聚焦湖南常宁市塔山瑶
族乡蒲竹村，青山、碧水、绿树、民居在艳阳
的照耀下，宛如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一幅幅美景的背后，是振兴乡村的生动实
践，是业兴、景美、人和的样本。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农耕文明
的载体，是自然的山水田园，也是诗意栖
居的精神港湾。乡村美不美，直接反映了
一个地区的生产生活水平，体现出一个时
期的精神文明程度，也是未来更具生命力
的象征。曾经，一些偏远农村地区房屋老
旧、交通不便、产业匮乏、基础设施薄弱，

村民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深
厚的发展潜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乡村
振兴的标志性体现就是要让“农业强起
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逐步建成
一批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特色鲜明、生态
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稳定、宜居宜游宜业
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入画来，首先要从新农村建
设入手，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之所。
为此，各地纷纷开展综合整治行动，持续
实施以生活垃圾治理、厕所革命、生活污
水整治、村容村貌提升为内容的示范性
工程。从“清出来”“管起来”到“绿起来”

“美起来”，崎岖的巷道被平坦的水泥路
替代，房前屋后杂乱的菜地升级为色彩
缤纷的花圃，参差不齐的低矮民房变身
青瓦白墙的新居，那些原已隐没的古村、
古屋、古树重被发现和欣赏，村道两旁花
木掩映、果蔬飘香，漫步其间的农民朋友
春风满面。顺应了村民追求幸福生活的
愿望，乡村的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
雅怡然、岁月静好。

美丽起来的环境，为乡村旅游产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

打造集民俗体验、乡旅文化、美食民宿于
一体的田园文化旅游综合体，乡村由此成
为城里人远离尘嚣、纵情吟诗放歌的“桃
花源”，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人均收入
大幅提高，以环境美带动产业发展，实现
了由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的华丽转型。
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越来
越多的村民拿起手机这个新农具，利用微
博、微信、抖音等传播平台，在田间地头直
播卖农货，让更多的人了解村子里的风土
人情、美食美景，以及勤劳淳朴接地气的
百姓生活，展现新时代新农人敢想敢干的
新风貌新风采。

乡村之美，不仅外在于形，还要内修
于心，既要“面子”，又有“里子”，以“颜值”
为担当，让“气质”做底蕴。美丽乡村既要
有绿色的生态资源、优美的人居环境、整
洁的村庄形象，也包含完善的公共设施、
兴旺的乡村产业、幸福的父老乡亲。近年
来，各地扭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总抓
手，不断拓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和外
延，在大力整治村容村貌、逐步完善基础
设施、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的同时，充分发
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

的作用，围绕孝老爱亲、尊老爱幼、邻里
和睦、男女平等、尊师重教、文明节俭等
传统美德，积极开展最美家庭、美丽庭
院、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坚决遏制高价
彩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着力提高乡
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整洁、文明、和谐、富裕的美丽乡村新
画卷正徐徐展开。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
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就的背景
下，人们对农村发展的要求也与时俱进
地提档升级。未来的美丽乡村建设要进
一步把村镇建设放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局
中去谋划和部署，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
元素应用到规划当中，增强城乡审美韵
味、文化品位，突出乡村特色、地域特色、
民族特色，凝聚各方力量，切实做到“内
外兼修”，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由一处
美变成处处美，从一时美变成时时美，全
力打造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让农民
的日子更加愉悦富足有奔头，让美丽乡
村留住那抹悠悠乡愁。

美丽乡村既要有绿色的生态资源、优美的人居环境、整洁的村庄形象，也

包含完善的公共设施、兴旺的乡村产业、幸福的父老乡亲。

让“零星盆景”变“处处美景”

乡村要振兴乡村要振兴 农村必须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破译枸杞全基因组中国破译枸杞全基因组

北大荒集团五大品牌登上北大荒集团五大品牌登上
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 王其梅 范正磊 文/摄

夏日里，行走在安徽省天长市杨村
镇，万亩芡实种植园水面上叶儿田田，绿
意盎然，杨村河、铜龙河两岸绿树成荫，
水声潺潺，一栋栋徽式农居错落有致，掩
映在绿树翠竹丛中，展现出一幅美丽的
水乡画卷。

近年来，杨村镇立足镇情，通过兴产

业、补短板、树新风等举措，推动乡村振兴，
过去的“零星盆景”变成了“处处美景”。

整治、流转土地，特色产业大发展

杨村镇光华村千亩现代农业产业
园葡萄种植基地里，一座座钢构大棚整
齐排列，村民们正忙着给葡萄整枝、挂
藤……一位园艺师介绍，去年基地新引

进了巨峰、夏黑、浪漫红颜等葡萄品种，
其中，早熟巨峰已经挂果，粒粒饱满圆
润，味道甜美。

“今年以来，我镇通过土地整治、流
转，大力发展芡实、莲藕、葡萄、草莓、蓝莓
以及鱼蟹虾水产等特色种养业。”杨村镇
副镇长张福良介绍说，目前，该镇除种植
麦稻主粮外，充分利用水面、湖荡等低洼
地种植芡实面积达2.5万余亩，莲藕、荸
荠6800余亩，葡萄、草莓、蓝莓、百合等
2800余亩……去年仅特色农产业实现总
产值2.18亿元，有效地带动了农户增收
致富。

实施“五大革命”，村容村貌换新颜

一条条硬化的村组路在乡间蜿蜒伸
展，路边渠道、池塘水清岸绿，农家小别墅
井然有序……这是笔者在杨村镇沂湖村
看到的新景象。

“两年前这里还是道路泥泞，房屋破
旧，农家土旱厕臭气熏天，环境脏乱，经
过整治和建设，如今大变样。”天长市乡
村振兴促进中心副主任邵春林一边领着
笔者参观杨村镇美丽乡村建设，一边介
绍说。

“沂湖村的华丽转身，只是杨村镇自
然村落的缩影。”邵春林说，近年来，该镇
借助民生工程项目的支持，多渠道筹措、
整合资金，大力实施新农居、农饮工程建

设、农户改厕、村庄环境整治、污水专项治
理等“五大革命”以及硬化、亮化、美化、绿
化、净化等“五化”建设，全镇村庄村容村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此外，杨村镇还加大投入对水、电、
路、通信、广播电视等农村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对设施功能进行提档升级，逐步形
成布局合理、城乡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
群众幸福指数日益提升。

推动乡村善治，文明新风大提升

“我镇在全面提升文明新风尚上也加
大了治理力度。”杨村镇镇长冼和杰说，杨
村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动作用，让群
众学有榜样、行有示范，民主推选村社里
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教师、退休村干等乡
贤人士为乡贤理事会成员，进组入户用心
调解民间矛盾纠纷，戒除陋习，淳风化俗，
有效推动了乡村善治。

与此同时，杨村镇还大力实施素质提
升工程和文化惠民工程，全镇各村和社区
都建有农民书屋，全天向村民开放，成为
农民群众学习知识、发展产业的充电房和
加油站。该镇还借助村社文化活动中心
和文体广场等场所，积极开展“送戏下乡”

“百姓大舞台”等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结合
“杨村好人”“五好家庭”评选及家风家训
故事宣讲等活动，倡导文明新风，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安徽省天长市杨村镇通过兴产业、补短板、树新风，推动乡村振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史玉根 发自北京 6月22日，
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十八届世界品牌大会暨2021
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
了2021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北大荒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五大品牌“北大荒”“九三”“完达山”“丰缘”

“亲民食品”荣登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其中，“北
大荒”品牌价值在主营行业为农业的品牌中位居第一位。

这份基于财务数据、品牌强度和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年
度报告显示，“北大荒”品牌价值1439.85亿元，较2020年
增长411.49亿元，与2004年品牌价值相比，增长了80倍。

经过三代北大荒人74年的辛勤耕耘，如今，“北大荒”
品牌系列农产品已成为百姓放心的餐桌食品。据介绍，当
前，北大荒集团立足发展现代农业，全面开启集团化、企业
化发展新路，通过构建实施“1213”高质量发展工程体系，
即以“绿色智慧厨房”为牵引，用“双控一服务”建设大基地，
用“一体两翼”建设大企业，用“三库一中心”建设大产业，努
力形成农业领域航母，通过粮食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从

“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
据悉，世界品牌实验室自2004年起每年发布一次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

贵州省施秉县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留守妇女增收——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罗文胜 发自中宁 记者
日前从第四届枸杞博览会上获悉，宁夏首次破译了枸
杞的全基因组，标志着中国在枸杞基因组、茄科植物
进化机理、重要性状功能基因挖掘与机理解析及枸杞
分子育种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占领枸杞基础
研究制高点。

据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国
家枸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曹有龙介绍，枸杞基因
组项目历经10年，完成了枸杞全基因组测序，其成果
于今年 6月 3日在Nature 子刊 Communications
Biology上在线发表。

据悉，利用枸杞基因组数据信息，宁夏建立了枸
杞分子辅助育种和基因编辑技术平台，缩短育种周
期，可以实现枸杞新品种定向培育。同时，宁夏已建
成世界最大的枸杞属种质资源库——国家枸杞种质
资源库。该种质资源库共保存枸杞种质资源2660
份，是世界上收集枸杞种质资源种类最多、活体保存
数量最大的基因库和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6月22日~24日，第四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
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宁县举行。博览会期间，发布了
枸杞重大科技成果，包括枸杞基因组计划、宁夏枸杞
资源价值挖掘、宁夏枸杞对退行性眼科疾病的作用和
枸杞成果转化平台及运行模式等成果。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近年来，宁夏不断加大枸杞
产业科技创新，在枸杞品种选育、优质栽培与病虫害防
控、农机农艺配套、功效物质基础、药食功能产品开发、
标准体系构建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以来，宁夏培育了优新
品种（系）59个，构建了绿色优质高效生产技术体系，
开发了枸杞功效成分提取分离成套工艺，解析了枸杞
抗氧化抗衰老、保肝明目等功效物质及作用机理，建
成枸杞700种代谢物数据库，研制了10大类100余
种功能性产品；建设国家枸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
类创新平台12个，组建宁夏创新团队2个，培育各类
科技型企业61家。

第四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发布重大科技成果

三农时评时评

以前，一些地方流行这么一句话：“鸡粪进了田，农夫泪
涟涟；羊粪进了田，农夫笑开颜。”这句农谚有没有道理呢？
可不可以改变？笔者请教了农技人员，他们给予了解答。

鸡是一种小型禽类，它们没有牙齿，不具有咀嚼功能，
属于“直肠子”，无论吃什么食物都是直接吞咽，而直接吞咽
的食物是不容易被胃部完全消化的，排出的粪便中的寄生
虫及寄生虫卵含量非常高，尤其是根结线虫虫卵的含量会
高于任何禽粪和畜粪，传统的密封堆沤方法很难彻底杀灭，
施于耕地，就会使农田中包括根结线虫在内的各种寄生虫
大量繁殖，从而导致庄稼或蔬菜严重减产。

羊粪中虽然也含有寄生虫和寄生虫卵，但含量非常少，
按照传统的密封堆沤、厌氧发酵的方法就能够将羊粪中的
寄生虫和寄生虫卵完全杀灭。因此，在农田中施用羊粪是
非常安全的，而且，羊粪的粪质较细，有机质高，田中施用，
庄稼或蔬菜的增产效果非常好。 （据农博网）

鸡粪鸡粪、、羊粪两重天羊粪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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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宁夏枸杞种质资源与古树资源进行抢救性
保护，中宁县枸杞种质资源保护与研发中心优选培育出七
种颜色各具特色的“七彩枸杞”，优选培育出3个新品种。

李牧/摄

▲ 在中宁县枸杞种质资源保护与研发中
心，建有30亩枸杞古树收集区，种植着30年~
150年树龄的枸杞古树2000余株。其中，树龄
最老的当属这棵今年156岁的枸杞“太爷爷”。

罗文胜/摄

张老英（中）在教苗族妇女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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