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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平 漆楚良

景区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乡村环境优
美，村民安居乐业……一幅欣欣向荣、和谐
壮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四川省达州市宣
汉县广阔乡村徐徐展开。

近年来，在当地各级妇联组织的引导
和支持下，宣汉县广大农村妇女，特别是
众多巾帼能人、巾帼致富带头人，积极参
与农业农村发展，用自己的智慧和肩膀，
撑起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以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奏响了乡村振兴交响
曲。

“巾帼创业”带动妇女增收

11月30日，在宣汉县普光镇，走进星
耀玩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公司负责
人张素娟正向女职工讲解玩具的制作方法，
并一一示范演示。

张素娟介绍，2011年，一直在外打拼的
她和丈夫返乡创业。经过多年打拼，公司生
产的玩具已走出国门，远销德国、英国、意大
利等国市场，公司被县妇联确定为妇女居家
灵活就业基地，张素娟本人被评为市级巾帼
建功标兵。今年，公司生产玩具达600万余

只，产值达4000万余元，为当地1000余名
留守妇女提供了就业增收机会。

“加强对农村妇女劳动力、女性创业者的
相关培训，大力发展妇女主导的龙头企业、家
庭农场，加大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工作力度，是
妇联组织引导妇女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
工作。”宣汉县妇联主席罗琴介绍。

今年以来，宣汉县妇联组织开展电商、
家政等技能培训共21期，覆盖妇女群众
5000余人次；培育了12个巾帼脱贫示范基
地、6个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还牵头成
立了妇女创业互助协会，广泛吸纳女性创业
者，积极鼓励并扶持女性创新创业，带动大
批农村妇女增收致富。

“巾帼民宿”助推景区蝶变

“民宿经济是我县女性创新创业的主阵
地之一。”宣汉县妇联副主席邓会利介绍，巴
山大峡谷景区的乡村民宿业，虽历经一段时
间的培育和发展，有了一定规模，但其服务
品质仍有待提升。为此，县妇联组织成立巾
帼民宿联盟，引导民宿女主人抱团发展，同
时积极打造巾帼创新创业示范街，助推巾帼
民宿产业的健康发展。

“加入联盟后，同行之间的沟通交流加
深了，民宿女主人的综合素质也提升了，民
宿之间还实现了资源共享。”十八湾酒店民
宿女主人谢巧玲说，随着乡村旅游业态的迭
代升级，当地乡村民宿品质也得到了提升。
近年来，当地许多村民返乡创业，将自家的
老房子改建成土家民宿，在女主人的精心经
营下，越办越好，自身致富的同时还带动了

周边越来越多的村民就业增收。
民宿“她力量”的带动，助推了巴山

大峡谷景区的蝶变：昔日土坨坨成了今
朝的香饽饽，让过去不值钱的民宅变成
了“金宅”……据统计，2018年开园以来，
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 540 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 35 亿元，被评为“最美中国文
化旅游目的地”。

“巾帼文创”锻造农业灵魂

入冬后，每当夜幕降临，渡口土家族乡
的中沙坝广场上就会燃起熊熊篝火，人们随
着悠扬的歌声，翩然起舞。巴山民俗演艺公
司负责人、女创客黄金美一有空就带领公司
的演员们，与旅客手拉手，围着火堆，跳起欢
快的巴人舞。

黄金美介绍，民俗演艺公司成立后，已
挖掘编排了40余个土家巴人歌舞类节目，
经常在中沙坝广场为游客演出，并带动渡口
乡及周边乡镇2000多名妇女参与，既助推
了旅游业的发展，也让巴文化得以传承。

近年来，县妇联带领全县妇女，围绕“建
成全国巴文化高地”目标，开展“穿巴人服、
唱巴山歌、跳巴人舞”群众文化活动，深入挖
掘巴人特色农村文化内涵，打造农村民俗文
创产品。

坐落在君塘镇的田园综合体“陌上森
林”，就很好地体现了文化与农业的有机融
合。“陌上森林”创办人符静介绍说，下一步，
他们将在产品打造、品牌塑造等方面继续深
挖本地风土人情，嫁接传统文化，用情感创
造溢价，用文化创意锻造农业灵魂。

““她力量她力量””奏响乡村振兴奏响乡村振兴““交响曲交响曲””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今年，湖北省阳新县宝塔村连续第二
年被推介为特色产业亿元村。作为2013年
入榜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宝塔村跻
身特色产业亿元村行列，可谓实至名归。

宝塔村的特色产业是湖蒿种植。21世
纪初，宝塔村率先引进种植湖蒿，在当地政
府的扶持下，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的组织
作用，一步步将该产业做大做强，打造成当
地的支柱产业。如今，该村湖蒿年产量达
3000万公斤，产值1.2亿元，全村50%农户
年收入超过5万元。

蔬菜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价格波动难
以预料，宝塔村成功实现单品突进，并坚守
20多年不衰。亿元特色产业是如何练就
的？

干部先行先试，外来的湖蒿扎根
宝塔

宝塔村位于阳新县富水河滨，20世纪
70年代由富河湖滩围垦而成，村民大多来
自山区库区，以种植水稻和棉花为主，收益
很低，直到21世纪初引进种植湖蒿，部分村
民才走上增收致富之路。

湖蒿是阳新人的叫法，在南京、武汉等
其他地方又称芦蒿、泥蒿和藜蒿。它本是
一种喜生于水边和沼泽地的野生植物，有
较高食用价值。20世纪90年代，江苏南京
等地的农民率先对其进行人工栽培，获得
成功，这道珍品野菜渐渐走上百姓餐桌。

最先把湖蒿引进宝塔村的是一个柯姓
村民。2019年秋，他去南京乡下探望外嫁
的女儿，看到当地大面积种植湖蒿，一斤卖
到五六元，收益远高于普通蔬菜，于是带回
几袋种茎，种植了一亩多地，结果收割了两
茬，赚了2000多元。村干部得知此事后，
对这种新品蔬菜产生了浓厚兴趣：宝塔村
水土适合湖蒿生长，周边又没有人规模种
植，市场前景看好。2001年，几名村干部到
南京的藜蒿种植基地考察学习后，当即拉
回几车种苗，动员村民种植。

然而，不管怎么动员，村民们的积极性
就是不高。村里没有强制推行，而是组织
13名村干部和党员率先种植200多亩。精
心管理之下，他们的湖蒿亩产达到了3000
斤，亩均纯收入2500元，比种植棉花高了一
倍。

看到湖蒿产量不错，价格也不菲，一些
持观望态度的村民动了心，纷纷加入湖蒿种
植行列，2002年种植面积就达到了2000
亩。此后，当地政府加大对种植基地的投入，
改善生产条件，并对种植户给予每亩100元
的补贴，农户种植积极性大幅提高，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至2010年达到了1万亩。

至此，湖蒿这个“外来”新品蔬菜，不仅

在宝塔村扎下了根，而且形成了规模化生
产。

科技助力+绿色种植，促进产业健
康发展

农产品的高品质和高产量，是保证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20多年
来，宝塔村及当地政府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宝塔村引种湖蒿的头几年，每年的单
产都超过了3000斤/亩，但湖蒿质量的提升
比较慢，一些质量指标总是不达标，在市场
上卖不起价。村里和专业合作社请来镇里
和县里的农技人员会诊，发现主要问题出
在肥料上。原来，许多蒿农施用化肥偏多，
以致湖蒿水分重，嫩度不够，口感较差。

早在2001年，宝塔村的蒿农就成立了
阳新宝塔湖春潮藜蒿专业合作社，而合作
社真正发挥作用是从2004年开始的。找
出产品质量问题根源后，合作社对种植基

地的农户实行统一技术服务和统一生产管
理，要求蒿农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规程
进行种植，并且改施或增施有机肥。刚开
始，一些蒿农考虑到施有机肥会增加生产
成本、降低产量，仍然偷偷施用复合肥。但
在合作社严格督促之下，特别是目睹了两
者质量的明显差异后，蒿农们心服口服，自
觉按合作社的要求种植。

2007年以后，宝塔村的湖蒿品质有了
明显提升，蒿茎又粗又嫩又脆，含水量低
了，口感更好，产品市场占有率更高了。

好景持续了几年，新问题又出现了。
从2010年开始，宝塔村湖蒿种植基地的单
产量持续下降，产品品质也时常波动。县
里的农技人员和农科院校的专家被多次请
来调研，他们会诊确认，湖蒿多年连作导致
耕地酸性偏重、病虫害增多。专家提出在
继续施用有机肥的同时，采取施入生石灰、
实施轮作等措施，对土壤进行改良。

经过几年的改良，如今，宝塔村湖蒿种
植基地的土壤酸碱度已达到正常值，每年
实施轮作，湖蒿种植面积调减至6000亩，
总产量减少了，但单产量有所恢复，更重要
的是，耕地得以休养生息，病虫害大大减
少，产品品质进一步提升，湖蒿卖出更好价
钱，蒿农收入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了。

科技助力，绿色种植，使宝塔村湖蒿产
业得以健康发展。

打造地域品牌发展快车，奔向全
国市场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也离不开营
销。拓展湖蒿市场，扩大销售直径，是宝塔
村蒿农和相关组织多年来的奋斗目标。

湖蒿保鲜期很短，销售距离受到限制。
最初两三年，宝塔村的湖蒿种植面积不大，总
产量不多，蒿农们基本上自产自销，主要限于
县内和周边的农贸市场，合作社也没有过多
干预。随着种植规模扩大，湖蒿在本地市场
出现供过于求，蒿农们便开始互相杀价，恶性
竞争，很多人因此血本无归。

产业发展离不开组织化。从2003年开
始，宝塔湖春潮藜蒿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
的组织销售，招聘了100多名销售人员，分
片承包，建立销售渠道，把产品相继打入了
黄石和武汉的农贸市场。此后，蒿农不用
自销，只管生产；销售人员严格自律并受到
合作社督促，恶性竞争的现象逐渐消失。

品牌效应可以大大增强产品竞争力。
早在2005年，宝塔湖春潮藜蒿专业合作社
就注册了“春潮”商标，并申请通过了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此后，合作社便以“春潮”
商标和“无公害农产品”的名头，统一进行
产品包装和对外宣传。2008年初，南方遭
遇极端冰雪气候，宝塔村蒿农和销售人员
逆难而行，确保了春节期间对黄石、武汉的
湖蒿供应，经媒体多方报道和消费者口口
相传，“春潮”牌湖蒿名声大振。

地域品牌、区位品牌也有助于提升产
品的知名度。2010年，宝塔村蒿农成立新
合作社，将“宝塔湖春潮藜蒿专业合作社”，
改名为“宝塔湖春潮湖蒿专业合作社”，更
加突出地域特色。2015年，合作社注册“富
河春潮”商标，使商标更有地域特点，2018
年又以“阳新湖蒿”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两年后获准通过。至此，宝塔村的湖
蒿正式搭上了地域品牌的快车，奔向全国
各地市场。

近年来，当地政府和宝塔村加大引资
力度，建设冷藏冷链等基础设施，使湖蒿产
品的保鲜期大大延长，为扩大产品销售直
径创造了条件。湖蒿专业合作社加强与各
地超市的对接，增加了产品销售渠道。湖
蒿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使宝塔村的湖蒿产
业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从而走上了更加
稳定的规模化发展之路。

亿元村炼成记亿元村炼成记②②

驻村手记手记

巾帼创业、巾帼民宿、巾帼文创欣欣向荣，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引导妇女参与农业农村发展

■ 易倩

2019年9月，我来到河南省信阳市
罗山县曾店村当驻村干部。刚开始，我
对曾店村的全部了解只是一些抽象的
数字，听不懂方言，也讲不了土话，再加
上工作经验匮乏，面对邻里乡亲大事小
情时，总是陷入“本领恐慌”。为了尽快
融入这片土地，我拜群众为师，走遍全
村25个村民组，在稻田边、麦地里、老乡
家，和他们拉家常、问需求、听建议，和
群众打成一片。

村里的工作，既有脱贫攻坚、旱厕
改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硬骨
头”，也有起草文件、走村入户、调解纠
纷等“小事情”。其中，让我印象最深
刻的一次，是动员村内适龄女性免费
筛查“两癌”。我们加班加点筛选出待
查名单，经过宣传发动，大部分妇女主
动到镇卫生院完成了体检，但还有小
部分人始终不愿意来。入户动员后仍
有一个妇女和我们玩起了“躲猫猫”。

事后，我觉得很委屈。村支书韩书
记安慰我说：“农村工作要有‘三心’，耐
心、精心、恒心，别怕，只要用心，自然水
到渠成。”我细细品味村书记的话，琢
磨自己的工作方法。

第二天早上，我赶在那名妇女出
门前找到她。“你这个年龄是女性宫颈
癌、乳腺癌高发期，体检相当于给健康
上道保险，再说还是免费的。”见她的
态度有所松动，我又打起“感情牌”：

“婶儿，无论什么时候，父母都是子女
的顶梁柱。只有父母健康，做子女的
才能心安……”

经过我的劝说，这名妇女马上骑
上电动车，到卫生院进行了体检。

除女性健康外，村里的老弱病残
也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大多患有慢性病或腿
脚不便，我决定开展一次送医送药义诊服务。我制
定了实施方案，将义诊场地定在宽敞且老年人爱聚
集的爱心院。活动当天，医生共为200余人进行了
问诊，免费发放了感冒药、降压药、降血糖药等千余
盒。老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拉着我的手说：“你们
把医生请到家门口，真是办实事的人啊！”

那一刻，作为活动策划者、组织者的我，内心充
满了激动与自豪，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妇女务工队活跃乡里妇女务工队活跃乡里

湖南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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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突进20多年，产值达1.2亿元，一把野蒿成就一个大产业——

“她们是观音堂社区妇女流动务工队的队员，
干活麻利得很。我一到用工紧张时就想到了她
们。”连日来，在湖南省祁阳市七里桥镇观音堂社区
草莓种植大户苏周的草莓大棚里，一群“娘子军”正
在帮他施肥、除草。

据了解，针对种植基地短期劳动力短缺而留守
妇女劳动力充裕的现状，近年，七里桥镇观音堂社
区率先组建了一支约100人的妇女流动务工队伍，
经常到一些种植基地干短活儿。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实在不方便外出务工。
大家就抱团组建流动务工队，在家门口务工，既能
挣钱，又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在草莓基地干活儿，
比较轻松，一天挣80元，像插秧一类的重体力活儿，
工钱一天100多元。”正在基地干活儿的妇女流动务
工队队员谢金秀说。

目前，在七里桥镇这样的妇女务工队伍有15
支。队员们平时在家照顾老人、接送小孩上学，农
忙时就出去接活儿干，既为种植基地提供了劳动
力，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邵伟 刘志军 林志斌）

12月6日，在山东省阳谷县寿张镇管庄村甘蔗
种植扶贫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们帮助缺少
劳动力的种植户收割甘蔗。

“我国甘蔗主要在南方种植，但北方无霜期更
短，昼夜温差更大，种出的甘蔗更有利于糖分的积
累，口感和甜度更好，很受消费者欢迎。”甘蔗种植基
地负责人范在运介绍，近年来，他们采取“基地+农
户”模式，带动村里部分贫困户和脱贫户种植甘蔗，
亩纯收入达到了1.5万元。此外，他们还进行就地
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增加了甘蔗的综合效益和
种植户的收益。

陈清林 李贵波/摄

北方甘蔗开收了北方甘蔗开收了！！

▲ 宝塔村万亩湖
蒿种植基地里，湖蒿长
势喜人。

▲

宝塔村村民在
湖蒿种植基地的大棚里
采收成熟的湖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