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泽县妇联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方面的宣
传，特别借助寻找最美家庭、巾帼家美积分超市评分等活动，使这项活动落
到了群众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通过宣传引导、典型引领、活动推动，现在
全县在推动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

“零彩礼”引领乡村婚俗新风尚
甘肃省临泽县移风易俗出实招见实效

云南曲靖市陆良县西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妇联主席沈娟

不怕不慌重实干的“小沈书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1989年出生的沈娟外表小巧纤弱，一开
口则“嘎嘣脆”，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她直爽
利落的性格。

“小沈书记年轻，有活力，有想法，工作节
奏又快，跟着她干活，真的累！但是累得开
心，也累出了更加干好工作的信心！”西华社
区干部这样说。

沈娟是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同乐街道西
华社区2021年“两委”换届选举中新当选的社
区党总支书记、主任兼妇联主席。别看她年龄
小，社区工作经验却很丰富，“两委”班子换届
选举前，她先后在西华社区担任过文书、副主
任、副书记等职务，对社区情况非常熟悉。

西华社区成立于2015年，是一个较新的
社区。社区内常住户3672户，人口12852人，
流动人口约1100人。尽管社情民意都很熟
悉，但上任伊始又临近春节，沈娟还是开展了
她的又一次走访。这次走访，她把疫情防控宣
传督导和引导就地过年当成了首要任务。

走访的过程是与社区居民进一步增进感
情的过程。在随机走访中，刚上任的沈娟让
居民看到了“不同”的样子：老党员觉得她实
干，遇事不怕不慌，很不错，是个“干事书记”；
社区大妈觉得她有亲和力，贴心，是个“暖心
书记”；小区的门卫老大爷则认为她热情、礼
貌，是个“侄女书记”。

尽管不知道自己身上被社区居民贴上了
诸多“标签”，但新一轮走访下来，沈娟与社区
居民的情感更近了。而社区里哪些困难家庭
需要重点关注、多少流动人口有就地过年的
意向、哪个小区的车位需要更加合理优化，等
等，她则更加了然于胸了。走访结束，对发现
的问题她安排得井井有条，班子成员也在短
期内就落实到位。

“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妇女群众的利
益，是我们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着眼点。”沈
娟介绍，为了保障妇女权益，社区利用“三
八”妇女节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民法典等普法宣传，引领妇女学法、
知法、懂法、用法、守法。为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多次组织辖区妇女开展“反家暴”普法
培训和宣传活动，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组织巾帼志愿者清理社区环境，坚持开
展爱心奉献、敬老助老活动，家校社联动，促
进家长学校建设工作……在居民眼里，“小沈
书记”遇事不怕不慌重实干，考虑到每个群体
的利益，让他们心里暖暖的。

妇女群众的就业生计和业余生活，沈娟
一直记在心里。为此，她多方协调，实施了人

社局给政策、县职业技术学校负责教学、社区
组织人员并提供场所的“三位一体”培训模
式。截至目前，社区已组织200多名学员进
行了“茶艺师”“花卉种植及加工”培训，有效
解决了社区剩余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的就
业难题，同时也丰富了妇女姐妹的业余生活。

在社区工作时间久了，便有了“亲人”视
角。在沈娟的抖音号上，几乎都是记录社区
点点滴滴的短视频。闲暇时光，她经常会拿
出手机，重温一个个亲切的瞬间。“我还有很
多不足，比如有时候说话太直接，还缺一点柔
和。有时候性子急，行事方式上需要提升，这
些都需要我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改进。不管
怎么样，只要组织相信我，居民需要我，我就
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沈娟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 张莹莹

“岳母家没有要彩礼，给我减轻了不少
压力，现在家里也没有外债，高高兴兴地过
日子就行，婚后感觉挺幸福的，挺感谢咱爸
妈。”

说这话的年轻小伙叫张克晶，他是甘肃
省张掖临泽县妇女薛海的女婿，张克晶告诉
记者，由于岳父岳母家在自己结婚时没要彩
礼，这让他和妻子婚后的生活倍感轻松幸
福。

日前，在甘肃省临泽县板桥镇板桥村，
提起妇女薛海“零彩礼”连嫁两女一事，村民
们无不竖起大拇指，两个女儿结婚时不要男
方一分彩礼，这一做法成为大家热议的话
题。

薛海是临泽县板桥镇板桥村一名普通
妇女，育有两个女儿。在薛海夫妇的悉心培
育下，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且都上完大
学，顺利找到了理想的工作。2016年，在大

女儿出嫁时，考虑到女婿的条件，薛海没有要
一分彩礼钱，高高兴兴地给大女儿办了婚
礼。在她看来，邻里说的好歹把学费要回来，
那都是虚的，女婿的人品更为重要。“高价彩
礼意味着给子女们增添更大的负担，只要子
女过得好，彩礼根本没必要。我是嫁女儿，不
是卖女儿，女婿只要对我女儿好，一切都好。”
薛海说。

小女儿毕业后，薛海积极响应县妇联“抵
制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号召，打算红事
新办。她和丈夫商量后，小女儿结婚也没有
收彩礼。

身教胜于言传。在薛海零彩礼嫁女做法
的影响下，亲属们纷纷转变观念，在红白事方
面推行一切从简、不大操大办，村里形成了文
明节俭的良好风气。

近年来，在甘肃省、张掖市妇联的指导
下，临泽县妇联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抵制高价
彩礼、倡导文明新风方面的宣传，特别借助寻
找最美家庭、巾帼家美积分超市评分等活动，
使这项活动落到了群众日常生活的细枝末
节。以薛海家零彩礼嫁女为例，县妇联一方
面对该家庭作为重点进行宣传，同时在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中将类似家庭作为典型树立，

如薛海家庭在2021年被评为全县移风易俗
最美家庭。另一方面，临泽县妇联在创评表
彰最美家庭的同时，县妇联向广大妇女和家
庭发出“抵制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倡议
书4万余份，在“母亲讲堂”开展家事宣讲会
58场次，宣传好家风好家训，并通过开展集
体婚礼、夫妻共植纪念树等形式，动员更多的
妇女和家庭加入弘扬文明新风的行列中，推
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受薛海出嫁两个闺女‘零彩礼’的影响，
我两个丫头出嫁时，风俗简便，我也希望他们
年轻人的日子过得更好。”板桥村村民史登俭
对记者说。

“通过宣传引导、典型引领、活动推动，
现在全县在推动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等
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群众在婚嫁方面存
在的人情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
婚俗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将持续把
这项工作推进下去，使文明新风在全社会成
为一种时尚！”临泽县妇联主席周海瑛告诉
记者。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刘世康 发
自灵武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主办，平安普惠惠农金公益支持，宁夏
回族自治区妇联、宁夏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灵武市妇联承办的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2021年宁
夏发放仪式在灵武市举行。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监事长张黎明，自治区妇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咏梅，自治区妇联
原副巡视员、宁夏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李玉蕊，爱心企业陆金所控股董
事长、党委书记冀光恒等出席发放仪
式。

据悉，宁夏自2015年起争取实施
中国妇基会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累
计项目资金1150万元，直接扶持611
户受益妇女及女性带头人创业发展，
受益群众达 6000 多人。扶持项目涉
及特色种植养殖、妇女手工、生态旅
游、电子商务等。项目通过“协会+农
户”“公司+农户”“企业+基地+农户”
的扶持方式，选择带动性较强、女性岗
位较为集中的企业、合作社及基地实
施，在促进城乡妇女创业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宁夏妇女儿童发展基金
会将继续秉持初心，聚焦女性创业就
业，扩大中国妇基会母亲创业循环金、
宁夏妇基会母亲小额循环、基层妇女
工作者“双培双带”等项目的覆盖面，
为妇女群众办实事，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到广大妇女姐妹身边，引领广大
妇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妇基会母亲创业循环金
宁 夏 发 放 仪 式 举 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贾莹莹 发自沈阳 日前，辽宁省
妇女联合会策划制作的《辽宁巾帼百年纪念展》主题展览开
展。该展览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是辽宁第
一个反映全省广大妇女在党领导下觉醒奋争，积极投身革
命运动，为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大型历
史展览。

展览精心设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辽宁妇女运动四个展区，
通过文字和图片展板、实物展品以及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示了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辽宁妇女运动历程，辽宁妇联工作成果和精彩瞬间，展现了
辽宁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风采。

展览以一幅6米长卷剪纸拉开序幕，一张张照片生动再
现了在党的领导下，辽宁妇女的奋斗足迹。党员干部认真听
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询问有关情况，交流思想体会，对党领
导妇女运动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辽宁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弘说，举办此次展览，就是
要通过展览，用辽宁妇女运动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用辽宁妇女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用辽宁妇女事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
砥砺品格。

《辽宁巾帼百年纪念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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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2020届毕业生在学位授予仪式前合影。
当日，中国人民大学2020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举行，3700余名2020届毕业生参加，活动旨在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到校参加学位授

予仪式的2020届毕业生重温在校美好时光。 新华社记者 任超/摄

回母校回母校 忆青春忆青春

（上接1版）
看着眼前的玉米长势，听了情况汇报，习

近平强调：“粮食是基础啊！要加强病虫害防
治，争取秋粮有好收成，为全年粮食丰收和经
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粮食市场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
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对于特殊之年的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以特殊举措重农抓粮。2月23
日，他在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要求时，对不失
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作出部署。

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
度进口、科技支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指示，抓早抓实
各项举措，大国粮仓迎来了历史性的“十七连
丰”。

粮食问题是不是可以无忧了？
“总体看，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

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什么时候都不能轻
言粮食过关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
食安全，关键是要保粮食生产能力，确保需要
时能产得出、供得上。他进一步指出，“现在

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树立大农业观、大

食物观，着力走质量兴农之路。从习近平总
书记国内考察的一些细节可见一斑：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
尉氏县张市镇，看麦穗灌浆，问农田建设。看
到清一色的小麦长势喜人，他说：“我们都是
种庄稼出身，小麦长势这么好，我和你们一样
欣慰。用老乡的话说，今年的馍能吃上了。”

2016年4月，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
岗村，习近平总书记沿田埂步入麦田察看小
麦长势，向种粮大户和农业技术人员了解高
产示范田种植管理要诀。

2018年9月，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
局七星农场的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习
近平总书记双手捧着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
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2020年7月，在吉林省梨树县，习近平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
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
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
“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

伤疤忘了疼”。几十年来，习近平一直在思考
和实践。他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
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
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努力在高基点
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我们小时候都接受了这方面的严格家

教，不要说剩饭，就是一粒米家长也不让浪
费。”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说的，几十年来也
是这样做的——

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机关食堂
和大家一样排队打饭，有时来晚了就没菜了，
一样两个馒头一块卤豆腐。而当他下乡吃饭
时，一定要在乡镇食堂，粮票、饭费一定要如
数交纳。公务接待则是以缸炉烧饼、猪头肉
为主打的便餐，或者干脆就是饭菜合一的一
盘饺子。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同样节俭
务实。福州举办首届工艺美术节时，各地客
商蜂拥而至。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
法——用福州本地的风味小吃接待客人。
客人们吃得很高兴，也借此机会推广了风味

小吃。后来福州市甚至省里的接待办都经常
用太平燕、鱼丸、锅边、芋泥等福州小吃招待
客人。

餐桌上的节约，尊重的是辛劳，折射的是
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关
于节约粮食的内容，应该从小给孩子们灌输，
弘扬勤俭节约的好风尚。要加强节约粮食工
作，从餐桌抓起，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
堂、餐饮业抓起，从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各级
各类学校抓起，从每个家庭抓起，让节约粮食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滴水里能映出太阳的光芒，一碗饭中
也能品出丰富的味道——

因为扛过锄头挥汗如雨，所以知道粒粒
辛苦；

因为饿过肚子，所以立志让大家过好日
子。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在习近平总书记心
里有着特殊的分量。

人们看到，一幅幅农业丰收、农民增收图
景，折射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气象，也
让粮食安全根基越筑越牢。

□ 邵伟 唐天喜 郭右华

“今天客人多，已经卖了2000多元
了！”谈起忙活了一天的生意，29岁的女
店主黄青笑开了怀。

黄青的店开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
地——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
沙洲瑶族村。

“半条被子”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
也让沙洲村成为闻名全国的红色村庄。

如今，来沙洲村的游客络绎不绝，村
民们纷纷吃上了“旅游饭”。从村里的民
俗广场至“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
老人旧居的必经之路，已变成了“巾帼创
业一条街”：约400米长的石板小街，有
二三十家店铺，女老板占了80%以上。
黄青的店也在这条街上。

“不仅可以在家门口做生意，还能时
刻陪伴孩子，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黄
青的话道出了这条街上众多女性的心
声。

“打工妹”成了女老板
以前，黄青在广东深圳打工，随着

“半条被子”的故事红遍全国，黄青的母
亲罗有香开始在沙洲村摆摊。“我应该是
第一个在这里摆摊的。”罗有香说，当时
就靠两个凳子、一块板子，支起了一个摊
子。

眼看着来沙洲村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黄青和姐姐黄玲回到沙洲村给母亲
帮忙，黄青帮着洗菜、炸南瓜饼，黄玲则
忙着做直播。

后来，黄青又在巾帼创业一条街的
汝之辣食品店打工。没想到的是，打工
的她打着打着竟然接手了店铺，自己做
起了老板。

“除了继续销售‘汝之辣’系列产品，
我还卖当地的一些水果和干货，如豆角
干、萝卜干等。”黄青介绍，干货都是她和
家人从周边村民家里收来的。好多客人
对黄青说，干货让他们回忆起了家乡的
味道，但他们只知道这些土特产好吃，自
己不会做。于是，黄青和母亲把干货加
工成了萝卜条、外婆菜、小黄姜、小红姜等零食和小吃，“没想
到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如今，不但沙洲村和文明乡的老百姓主动送货到黄青的
店里来销售，而且临武鸭、东江鱼等市里、县里的农副产品也
纷纷进了黄青店里的柜台。黄青说，现在她们一家人开了两
家店，因为一天有四五百件快递要寄，不会开车的她把会开车
的弟弟和弟媳也叫回家来帮忙。

去年，黄青一家因父亲患病去世欠下的二三十万元债务
全部还清了。

外地媳妇准备开第四家店
从黄青的店往徐解秀老人家的方向走上10米，有一家休

闲驿站奶茶店。它是这条街上开起的第一家奶茶店，店老板
叫朱晓英，是广东揭阳人，她老公朱宏辉是沙洲村人。

“我第一次跟老公来沙洲村时，这里还没有通高速，当时
感觉怎么过了一座山还有一座山，有点恐惧。到了这里后，发
现买个东西要走很远，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28岁的朱晓英
回忆，结婚后，她主要在广东生活，直到“半条被子”的故事广
为传播，她才于2017年回到沙洲村摆摊。“当时，中国（湖南）
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在我们村举行，人特别多，就想着在村
里做点小生意，毕竟我们也不能老是在外面打工。”

刚开始，朱晓英从家里搬来一张小凳子放在民俗广场，摆
上一些小玩具进行销售，后来扩大成两个长凳子。摆摊一年
多后，朱晓英开起了店，“因为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如今，朱晓英正在装修第四家店，她的妹妹也从广东来沙
洲村帮忙，一些当地村民也被吸纳来就业。来自隔壁韩田村
的28岁女子黄跃珠以前在广东东莞打工，现在在朱晓英的一
家文创店做销售员，每月收入2000多元。“虽然工资没有外面
多，但也不错了，而且可以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啊！”黄跃珠
说。

妇联为创业女性提供平台和机会
“产业富家，妈妈回家。”郴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首小

翠说，如何用好红色资源为群众办实事是郴州各级妇联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在沙洲村，各级妇联为创业女性提供了展示
平台、培训机会，激励她们更好地发展。

借助红色旅游和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妇联的支持，沙洲村
的女性纷纷吃起了“旅游饭”。据汝城县妇儿工委办主任严辉
琴介绍，沙洲村共有妇女200多人，在村里的巾帼创业一条街
和民俗广场等地专职摆摊开店人员28人，兼职摆摊39人，在
家种植水果80人；吸引外来务工妇女48人，外来摆摊开店妇
女45人。此外，全村在景区务工女性有29人。

“沙洲村巾帼创业一条街是全省乃至全国少见的村级巾
帼创业一条街。”汝城县委副书记何青松表示，这条街上有二
三十家门店，创业者大都是女性，有力地展现了当地运用好红
色资源，引领广大群众听党话跟党走，致力乡村振兴，成就自
己和家庭，带领当地村民共同致富的正能量、主旋律。而且，
这些巾帼创业者，既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销售，又促进了汝城
全县、郴州全市的农副产品销售，更多村民因此回家，留守儿
童、空巢老人变少了，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湖
南
郴
州
各
级
妇
联
积
极
为
创
业
女
性
提
供
平
台

﹃
半
条
被
子
﹄
带
火
巾
帼
创
业
一
条
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