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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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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团委副
书记于娇娇这几天忙得不亦乐
乎，因为玫瑰花产业的兴旺和脱
贫成果突出，即将举行的全市乡
村振兴观摩会会场之一选在了平
阴县玫瑰镇东唐村。

今年4月20日，济南市十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
增选玫瑰为济南市市花。“玫瑰增
选为济南市花，知名度大增，鲜花
价格翻番，农民增收，老百姓都很
高兴。”于娇娇说。

昔日贫困村今日玫瑰香
济南市平阴县东唐村，是个

不足300人的小山村，曾是贫困
村。

刘桂芝曾经是村里一个贫困
户，她的丈夫因为腿有残疾，没有
劳动能力，两个孩子在上学，家庭
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这名农村妇女
身上。对此，扶贫干部于娇娇开
始琢磨：怎么帮扶呢？从哪里着
手呢？

了解到刘桂芝家种植玫瑰
花，于娇娇想要脱贫，还得从玫瑰
上做文章。为扶持贫困户发展产
业，于娇娇协调镇扶贫办、经管
站、农办等部门，通过小额信贷金
融扶贫政策借款4万多元，帮助他
们成立家庭农场，又新承包了60
多亩地，规模化种起了玫瑰花，从
此刘桂枝家里有了脱贫收益。

为了脱贫路走得更稳，于娇
娇协助刘桂芝加入村里的合作
社。就这样，每年收入达到几万
元的刘桂芝，还在花椒种植合作
社里入股1万元，可以得到3~5
倍的分红收入。凭着这些多元化
经营，刘桂芝一家彻底甩掉了贫
困户的“帽子”。

自从几年前实施“精准扶贫”
政策以来，东唐村立足玫瑰传统
产业，引进扶贫项目，积极利用相
关政策鼓励贫困户致富，2019
年，被确定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村，全村37名贫困户全部脱贫。

和玫瑰一起绽放家乡
互相成就，是最好的遇见。于娇娇也在帮扶过程中，

跟着刘桂芝大姐学会了做玫瑰鲜花饼，炸玫瑰花瓣、玫瑰
梨丸子，她把这些拍成抖音，发到朋友圈，吸引了好多朋
友的点赞，他们纷纷慕名而来旅游加消费，玫瑰小镇天天
都热热闹闹的。

“大学毕业后，我也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曾一心向
往外面的世界。但作为玫瑰花农的闺女，我心底有份难
以割舍的情结——我爱家乡漫山遍野的玫瑰。”作为爷爷
和爸爸两辈人都种植玫瑰的后代，于娇娇回想毕业那年
选择留在家乡时的初衷，源于三辈玫瑰情结，其实当时自
己是希望为家乡玫瑰的发展注入年轻人的力量：“那年7
月，我选择和玫瑰花一起绽放在家乡。”

这一留，成就了于娇娇和当地贫困妇女一起成长起
飞的乡村故事。

五年来，于娇娇已成为活跃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中的年轻干部的缩影——双脚扎根泥土，逐梦奋进
基层，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首要

“标尺”，沉下心、俯下身、融入情，用真情算好“民心
账”，用行动办好“民心事”，以实际行动为脱贫攻坚注
入青春力量。

回首几年来的扶贫工作，于娇娇感言，置身这个伟大时
代是幸运的，投身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是荣幸的，以青春
之我，奋斗之我，让青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如花绽放。

乡村振兴中的“铿锵玫瑰”
今年5月，济南“西兴”战略中明确了平阴“特色提

升”发展定位。平阴县也将依托“西行”战略方案，积极推
进玫瑰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完成玫瑰标准化示范种
植1000亩，加快推进“玫瑰花乡”“玫瑰谷”等田园综合体
建设，擦亮“中国玫瑰之都”名片。

玫瑰产业催生玫瑰经济，玫瑰经济不仅促进了平阴
县整体发展，为群众脱贫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还谱写了
一曲“铿锵玫瑰”振兴乡村的时代乐章。

女性作为扶贫和脱贫的主力，在全县扶贫工作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如同一朵朵绽放在脱贫攻坚
路上的“铿锵玫瑰”，成为扶贫一线的“玫瑰风景线”。

据统计，平阴县8个街镇扶贫办主任均为女性；在全
县专职扶贫工作者中，有70%的工作者为女性；在已稳
定实现脱贫的贫困家庭中，绝大部分是因家庭中有着勤
劳务实的女性成员。

记者了解到，截至2021年6月，平阴全县共支持玫
瑰企业女性负责人8人，参与扶贫的玫瑰企业达到23
家，吸纳女性在玫瑰加工企业就业1400余人，间接带动
农村妇女4万余人，成立玫瑰花收购合作社62个，流转
玫瑰花种植土地近3万亩，惠及贫困村40余个，形成了

“以花为媒、助力扶贫”的玫瑰扶贫工程。
和刘桂芝大姐一样，妇女们及其家庭正以新的风貌

书写着这个小山村的发展故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
续发展，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是国际社
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中央经过深思熟
虑，又做出了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部
署，并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明确了
路径。

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进程中，女性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又拥有
哪些独特优势？7月13日，由全国妇联、贵州
省人民政府主办，贵州省妇联、中国女企业家
协会等单位承办的2021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
坛“女性在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中的贡献”主题
论坛在贵阳举行，各界优秀女性代表以及来
自圭亚那、肯尼亚、巴基斯坦、爱尔兰等国的
驻华女大使和外交官等100多位中外嘉宾参
加论坛，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聚焦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和积极作用，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女性是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
力量

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
彻尔·卡逊女士出版《寂静的春天》，阐述杀
虫剂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从而开启了现
代环境保护运动。1987年，挪威前首相、世
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夫人又
首次提出当今全球普遍认可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回首历史，女性正是现代环保运
动的发起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女性的
作用同样突出。1964年，河北承德的6名
女学生，集体给塞罕坝林场写请愿信，誓言
将青春献给塞罕坝林场，“坝上六女”用一
生参与创造了塞罕坝造林、护林的绿色奇
迹。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
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

对于女性在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与会嘉宾们表示高度认同。

在论坛的主旨报告中，全国妇联兼职副
主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形象地描述
道：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世
界性的话题。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女性
熟悉的话题，这个话题叫作家园。女性是
家园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应该对家园的事
情最有发言权，并作出独特的贡献。

蒙曼对媒体表示，在低碳转型与绿色发
展中，女性亲身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生
态文明坚定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女性作为
母亲，必然关注孩子的未来，将会把生态文
明理念一代代传承下去。

新华社国内部央采中心主任记者高敬
在发言中分享了内蒙古治沙人殷玉珍的故
事。殷玉珍1985年嫁到毛乌素沙地腹地
后，用自家仅有的一只羊换回了600多棵树
苗，从种第一批树起，殷玉珍夫妇每天只睡
四五个小时，脸上和胳膊上每年都要被蒸
烤掉一层皮。30多年来，殷玉珍一家共让7
万亩沙地披上了绿装。

“在生态环保领域，还有很多的女性，
用自己的点滴坚持，持之以恒地改变着周
围的环境。”高敬表示，在近几年的采访活
动中，自己看到了女性在生态环境保护中
所展现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很显著，也可
能很细微，但这种力量就是这样润物无声
地围绕在人们的周围。

女性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由贵州省巾帼

志愿者协会和天河潭旅游度假区共同发起
的“我为低碳做贡献”活动在景区专门设立
了一个“垃圾银行”，在巾帼志愿者的引导
下，很多游客主动拿起垃圾袋，沿着景区路
线捡拾垃圾，当满满的“战果”被存进“垃圾
银行”，便可兑换门票和各种精美的小礼
物。环保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
被带给了更多游客。

绿色发展不仅是观念问题，也是生活问
题。低碳应该从生活出发，从家庭出发，从

孩子出发。在许多与会嘉宾看来，女性的
环保理念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会对整
个社会实现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产生重要的
推动作用。

央视著名主持人鞠萍在发言中坦言，自
己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很“抠门”的人，会把
台里用过的台本带回家，放在打印机旁边
二次利用。家里的空饮料瓶子也从来不随
便扔掉，攒到一起让人上门回收。

鞠萍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女
性所发挥的作用相当大，因为女性是家庭
主妇，她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家庭、社区和
城市，女性作为母亲，她的一言一行，也都
是在给孩子做出榜样。

“法国学者奥波尼曾提出‘生态女性主
义’，女性在生理、心理、性格以及所承担的
社会角色等方面的特征，使得其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能够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王海芹表示，女性是绿色家庭建设的导向
力量，女性的理念和行为，影响着整个家庭
的绿色低碳意识和行为。女性作为母亲，
也对孩子的性格、情感和行为有着深远影
响。女性又是家庭消费支出的主要计划
者、决策者和执行者，是绿色消费的主体。
2017年的阿里巴巴绿色消费报告便表明，
女性占到了绿色消费主体的64%。

女性是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的
重要推动者

在主题论坛现场，专门设立了“锦绣生
态美”专题展，色彩旖旎的蜡染服装、巧夺
天工的刺绣作品、独具匠心的银饰，吸引了

众多参会者的目光。
从2013年起，贵州在全省实施妇女特

色手工产业“锦绣计划”，帮助50万从事特
色手工及辅助行业的妇女居家就业、指尖
脱贫。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全省妇女特色
手工产业产值达到60亿元，低碳环保的“指
尖工业”为贵州乡村织就了脱贫致富的锦
绣之路，也实现了发展绿色产业与提高女
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共赢。如今，“锦
绣计划”已成为展示贵州形象的亮丽名片，
并被全国妇联写入了提交联合国的《新时
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

“女性是美丽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中国
美丽乡村建设重要的主力军。践行低碳环
保，建设美好家园，是每一位女性的初心和
使命。”谈起“锦绣计划”带给贵州的变化，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依文集团董事
长夏华表示感受深刻。夏华17年来上百次
走进贵州大山，共引领上万名深山绣娘通
过自己的手艺脱贫致富。

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旅游产业化进程中，女性如何发挥自身独
特优势，融入绿色经济转型发展，同样是与会
嘉宾们关注的课题。不少嘉宾认为，女性积
极探索新型集约式绿色生产模式，将为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广大女企
业家更是引领生产方式转化，实现绿色转型
和绿色创新的重要推动者。

“近年来，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号召广大
女企业家转变发展理念，增加科技创新和
绿色发展的持续投入，一大批低耗能产业、
绿色生态农业应运而生。”中国女企业家协
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李平在发言中介绍，

女企协的一家会员企业，率先在全国打造
环保低碳的蛋鸡养殖产业并获得环保部审
核通过。核查结果显示，与普通蛋鸡相比，
每养殖1万只该类节粮小型蛋鸡，在产蛋量
相同情况下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65.3吨，减排效果明显。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战略官、首
席市场官乔健认为，女性企业家应该发挥
技术创新力量，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助
力解决全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科技制造
企业应该在率先实现低碳转型的同时，通
过数字化、智能化打造绿色制造、绿色供应
链体系，引导和带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共
同实现低碳转型。同时，从企业内部点滴
做起，引导员工采取低碳的生活方式。

促进参与，释放女性在绿色
发展中的巨大潜力

主题论坛的结尾，宣读了《低碳转型绿
色发展的女性贡献贵阳合作备忘录》。该
备忘录由贵州省妇联、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等论坛承办方共同订立，内容包括共同宣
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农业农
村现代化、共同提升实施“苗绣+锦绣计
划”、共同培育乡村振兴女性人才、共同推
动生产方式绿色发展、共同倡导推行绿色
生活方式等六个方面。随着备忘录的签
订，一个助推女性参与低碳转型、助力女性
实现绿色发展的崭新舞台显露出雏形。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既是当
务之急，也为广大女性带来了更多实现人
生理想和梦想的机遇。如何加快释放女性
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的巨大潜力？论坛
嘉宾们认为，关键在于促进女性的参与，实
现妇女事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肯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埃德文·李默·
库如意在发言中表示，在绿色发展的过程
中，促进女性参与并为女性赋权十分重
要。为提高女性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参与
度，需要不断拓宽女性的信息获取途径并
消除文化和宗教壁垒。当女性作为核心力
量参与时，生态友好的未来会有稳固的保
障。

王海芹认为，释放女性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的巨大潜力，需要继续大力推进妇女事
业发展，同时加快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一方面，继续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全面促进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从源头保
障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参与、决策
和管理权利。另一方面，要以推动女性更
加全面、有效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对
现有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行完善。可以
考虑对女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优
势、作用以及成效，开展专项研究，为精准
优化我国生态文明法律法规和行动提供决
策支撑。

——“女性在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中的贡献”主题论坛侧记

今年上半年我国发明
专利授权 33.9 万件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杨娜 发自北京 7月14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了专利、商
标、地理标志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半年统计数据。
2021年上半年，我国主要知识产权指标符合预期，知识
产权事业稳步推进。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副主任衡付广介绍，上半年，
我国发明专利授权33.9万件。截至2021年6月底，我国
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32.4万件，其中国内(不含港澳台)发
明专利有效量为 245.4 万件，同比增长 23.0%。受理
PCT国际专利申请3.33万件，同比增长12.6%。

据介绍，2021年上半年统计数据反映出三个主要特
点：一是知识产权审查能力持续提升；二是国内拥有发明
专利企业数量稳定增加；三是国外申请人在华知识产权
授权注册继续增长。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记者王沁鸥 刘
阳）14日，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
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是中国体育代
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介绍，代表团
中运动员共431人，包括女运动员298人、男
运动员133人，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

本届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
中国代表团共报名参加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
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
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其中乒乓球、羽毛球、
举重、跳水、花样游泳、蹦床、射箭、皮划艇静

水、现代五项、山地自行车、高尔夫、三人篮球、
攀岩满项报名参赛。

运动员中有11个项目的24人为奥运会
冠军，其中19人为里约奥运会冠军，包括曹
缘、赵帅、石智勇、朱婷、钟天使、马龙、谌龙
等。女子田径运动员巩立姣、女子跆拳道运动
员吴静钰、男子射击运动员庞伟、男子蹦床运
动员董栋等将第四次参加奥运会，是代表团中
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运动员整体呈现年轻化，平均年龄为25.4
岁；293人为首次参加奥运会，占运动员总人
数的近七成；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全红婵，

14岁；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52岁。
“作为年轻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最

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全力以赴。”20岁的中
国攀岩队队员宋懿龄说。攀岩在东京奥运会
上首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宋懿龄将和潘愚
非一道，分别参加女子、男子的比赛。

代表团教练员包括来自美国、德国、英国、
法国等19个国家的30名外教，涉及田径、赛
艇、水球、橄榄球等17个项目。

目前，代表团成员疫苗接种率已达99.6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在

东京召开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无法如期举

行，这也是历史上第一届被推迟的奥运会。一
年的重重坎坷与多方努力之后，奥运会终于将
在7月23日重新起航，也重新凝聚全球的激
情、团结、勇气与希望。

“大家付出了五年的努力，对于老的队员
来说，东京或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战，希望他们
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年轻队员，希望他们放下
思想包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辉煌。”中国乒乓
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说，“今天大家团聚在一起，
将要并肩作战，一下就感觉到了奥运氛围。祝
中国代表团好运，在东京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打出中国体育的中国风貌！”

东京奥运会中国派出境外参赛史上规模最大代表团
运动员平均年龄25.4岁 女运动员2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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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中的贡献女性在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中的贡献””主题论坛现场主题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