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祁洁

家家户户庭院美，串起一路好
风景。

近年，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妇
联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美丽庭
院创建活动中，挖掘运河沿线村镇
的乡土民情和特色文化，以“生态
美”“人文美”“产业美”，打造大运
河美丽庭院示范带。如今，每个乡
镇有样板，每个村庄有标杆，4000
余个独具特色的美丽庭院、精品庭
院，为美丽乡村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比美”比出新风景

整洁的小院，阔气的楼房，墙根
儿旁，一盆盆花儿开得正艳。走进
吴桥县桑园镇大第九村村民于立新
家，眼前的景象赏心悦目。

“家里不收拾利索了，都怕别人
来串门。”于立新说，“在俺们村，家
家都很干净，村里好多户被县妇联
评为美丽庭院。挂上这块牌子，就
得对得起这份荣誉。”

从于立新的家到运河边，步行
用不了5分钟。头些年，河沿儿上
是土路，周边杂草丛生，没人愿意往
那儿溜达。如今，大运河畔成了热
门打卡地，靠近运河住的村民们更
加注意自家庭院卫生。

于立新介绍，村里的姐妹们还
加入了镇上的大运河巾帼志愿服务
队，没事就沿着运河捡拾垃圾，积极
维护河畔的环境卫生。

桑园镇妇联副主席刘灿告诉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大运河贯穿
桑园镇11个街（村），近年，桑园镇
将美丽庭院创建与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以大
第九村等村为核心打造“生态美”片
区，以户带户，以村带村，将美丽庭
院与运河景色融为一体。如今，桑
园镇的村民聚在一块儿，讨论最多
的话题就是比谁家庭院干净，比谁
家庭院有看头，大伙儿争着为保护
运河环境出力。

“红色小院”听故事

院内，用红豆拼成的党徽格外
醒目；屋里，一幅幅书画作品洋溢着
爱国爱党情怀。这是安陵镇莫家场
村莫志华的家，经过县妇联的精细
化打造，他家的院子成了“红色革命
小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莫子镇是莫家场村人，是吴桥县第一位共产党员。
他建立了吴桥县首个党支部。抗战时期，莫子镇领导全
县爱国师生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莫志华老人
绘声绘色地向来访者讲述莫子镇先烈的革命事迹。

走过村内的红色文化画廊，一幅幅党史彩绘再现党
的光辉历史，西行至运河大堤，便是莫场星火驿站。驿站
石碑上，镌刻着莫子镇的革命故事。

“村里的党史馆和红色文化客厅正在建设之中。”安
陵镇妇联副主席左荣新介绍，镇里计划以莫家场、苏场
村、王场村为核心打造多个“红色革命小院”，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为大运河畔增添一抹亮丽的红色。

民宿小院觅乡愁

筛子、锄头成为室内装饰品，村里的景色走进墙上的
风景画，踏入曹洼乡岳庄村孙秋霞家的民宿，一股乡土风
扑面而来。

“城里人来村里玩，就是想接接地气儿，装修太豪华
就变味儿了。”孙秋霞说，以前，岳庄村的环境差，晴天，沙
土扬场；雨天，道路泥泞。经过整治，人居环境大变样，随
后，村里着手发展乡村旅游，打造景点，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孙秋霞率先将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民宿，用来
接待游客。

岳庄村本是一个纯农业村，近年来，村里借美丽
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东风，挖掘谷物文化
和岳飞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昔日灰头土脸的小村实
现蜕变，成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民宿小院、杂技
小院……一个个富有特色的美丽庭院，成为村庄的文
化名片。

岳庄村是美丽庭院“产业美”片区中的一个示范点，
也是吴桥县巾帼乡村旅游示范基地之一。近年，曹洼乡
以岳庄村和另外两个巾帼乡村旅游示范基地为核心，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吴桥县妇联定期在民宿小院举办居家
收纳、插花、剪纸、手工编织、花式面点制作等活动，扩大
美丽庭院创建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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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与时俱进，打破传统销售模式，在互联网新浪潮中奋力

搏击，创下一个个成功的经典案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仲夏时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
云县刘厂镇松梅村一片生机盎然，一棵棵
桑树分布在村子周围，构成一片绿色的海
洋。

“我栽了40多亩桑树，每年养150张
蚕，一年能收入 30 多万元，盖了新房，
还买了车，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站在
自家桑树旁，松梅村养蚕户自炳跃高兴
地说。

松梅村曾是一个传统农业村，村民主
要种植水稻、苞谷、小麦和烤烟，收益很

低。为了提高村民收入，摆脱贫困，2000
年，刘厂镇党委、政府和松梅村“两委”结合
当地实际，引导村民发展蚕桑产业。村组
干部和党员带头种养，群众看到他们获得
效益后纷纷加入种桑养蚕队伍。

为了推动桑蚕产业健康快速发展，镇
村争取项目资金建设了桑园基础设施，新
建抽水站，修通了灌溉沟渠和机耕路，大大
改善了生产条件。镇村主动对接省州农科
院及县农业农村局蚕桑站，请技术人员到
村里开展技术培训，指导桑蚕户。

松梅村党支部领办桑梓种植养殖专业
合作社，为加入合作社的蚕农提供技术指

导和信息服务，还鼓励致富带头人成立了
4个专业合作社，并引进企业进行鲜蚕茧
收购、缫丝，走实订单农业路子。针对蚕种
来源多、杂、乱，价格较高等问题，2022年，
村里引入相关企业提供蚕种及技术支持，
提高了蚕茧质量，每年还可为养蚕户省下
部分蚕种费用。

为了延伸产业链，松梅村引导村民发
展蚕丝被加工，引进企业进行桑条加工，还
通过开发桑叶茶的制作加工、桑葚酒的酿
制、桑葚采摘销售、鲜食桑叶桑尖的利用、
蚕蛹食品加工等，提高蚕桑产业的综合利
用效益。村里创新营销，打造了“松梅蚕

桑”品牌，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把加工产品
销到了全国各地。

如今，在松梅村，养蚕成为村里的大产
业，成为村民的致富密码。全村85%的农
户种了桑树，75%的农户养了蚕，2019年
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2021年，
全村蚕桑产值3784万元，养蚕户均收入突
破10万元。

“我家以前是贫困户，栽桑养蚕让我们
脱贫致富。去年，我家养蚕收入了15万
元，全家人打心眼里高兴。”养蚕户自炳扩
说，他对村里的蚕桑产业充满信心，正准备
扩大养殖规模，增加收入。

云南省松梅村：养蚕养成“示范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许多“巾帼新农人”自带互联网基因，
具有互联网思维。她们与时俱进，在互联
网新浪潮中奋力搏击。她们打破传统销售
模式，或建立自己的网站、网页，或借用第
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建立自己的商铺，或运
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产品营销。她
们或自产自销，或经销其他农户的产品，通
过众多电商渠道，让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
销得更远，销得更多，创下一个个成功的经
典案例。

全程把控，让家乡特产变身畅销品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盛产优质苹果、
樱桃等特产，过去由于销售方式单一，果农
经常出现卖果难问题。“巾帼新农人”、烟台
市田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春
影，带领三个妹妹发展电子商务，通过互联
网开展营销，为家乡的优质果品打开了广
阔的销路。

田春影祖籍在烟台市蓬莱区农村，大
学毕业后在腾讯公司从事品牌服务，得知
家乡苹果经常滞销的情况，她毅然返乡创
业，带领三个妹妹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2015年，她们成立烟台市田十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创建“田十网”，并在第三方电
商平台建了自己的店铺，通过自己的网站
实现链接。

和一些农村电商不同的是，田春影姐
妹采取了全程参与模式。她们制定出标准
作业流程，三姐妹按自己所长分工合作：田
春影负责策划和运营，二妹田冬影负责销
售和财务，三妹田俊影负责选品、品控、产
品包装及发货；四妹田汶鑫负责与各渠道
和平台对接及售后服务。

为了把网络销售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田春影确定主打中高端消费群体的营销策
略，注册了“田家果园”商标，利用各种机会
进行宣传推广，打造自主品牌。当地果农
包装苹果一般使用瓦楞纸箱，粗糙又笨重，
她们请来专业人员设计出更加轻便、更加
个性化的包装；她们对产品进行创新，推出
三色果、奶油苹果、图案定制苹果等爆款，
并对市场进行细分，针对特殊群体开发多
项订制服务。很快，公司产品销量从最初
的每天几十单增加到上千单，年销售额超
过2000万元。

电商平台购物节是销售产品的黄金时
间，四姐妹使出浑身解数冲击销售额，后来
发现随着物流压力的增大，生鲜品售后问
题越来越多。于是，她们果断调整营销策
略，限制购物节水果的订单发货，主推当地
加工的苹果干、苹果脆片、柠檬片等耐存储
的商品，不仅保持了良好的销售业绩，还提
升了品牌的美誉度。

近年，田春影姐妹与时俱进，充分利用
新媒体发布相关短视频、开展直播，吸粉引
流，带动产品销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她们创建“巾帼红惠农直播平台”，每
天组织开展直播，还通过友情链接，请来其
他平台的主播交叉营销，吸引更多复购及
线上订单，平均一场直播单品销售5000斤
以上，还打造出了多款“网红爆品”，使当地
农产品避免了滞销。

如今，田春影姐妹在淘宝、京东、拼多
多、抖音、快手等平台上都建立了稳定的店
铺和销售渠道，销售的产品有水果类、蔬菜
类、果干加工类、果茶类、葡萄酒类、面艺
类、海鲜类等8大类别。公司与当地果农
长期签约合作，拥有2000多亩富硒种植基
地，既保证了优质货源的应季供应，又推动
了当地产业的发展。

步步升级，畅通农产品网销渠道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高作镇陈甲村，

地处较偏僻，交通不太发达。“巾帼新农
人”、江苏军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鲁
曼，和丈夫联袂创业，搭上互联网快车，不
仅为公司养殖火鸡等特禽打开了销路，还
让陈甲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

2011年，大学毕业并有稳定工作的鲁
曼，从徐州来到男友廖正军的家乡陈甲村，
两人结为夫妻后留在陈甲村继续创业。在
此之前，廖正军已在家乡养了两年火鸡，小
有成就，鲁曼到来后，他们成立军曼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扩大养殖规模，火鸡年出栏量
由数百只提高到1万余只。

养殖规模扩大后，销售压力增大。鲁
曼和丈夫用蛇皮袋拎着火鸡，到县城的酒
店挨家挨户推销。鲁曼觉得这种推销方式
的效率太低。当时，电子商务已开始向农
村延伸，他们决定把销售重点转移到网络。

廖正军读大学时曾建过一个网站，专
门介绍父亲养殖的火鸡，但功能太少，不适
合做产品推介和销售。从2013年开始，鲁
曼和丈夫对网站进行几次升级，最终打造出
全新的“乡旮旯网”，用生动的图片和文字，

把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品相、质量展现给网
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阿里巴巴、淘宝、京
东等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注册了十几个店
铺，同时推介、销售火鸡和当地其他特产。
2017年，公司通过网络销售的产品达到
8000余万元，占公司总销售额80%以上。

鲁曼没有止步于眼前的成功，她不断
研究市场和客户的消费需求，适时调整营
销策略。比如，她分析网络反馈信息发现，
经常购买火鸡的客户大都有健身习惯。于
是，她在网络上重点介绍火鸡有利于减脂
健身的营养属性，并设计出多款营养搭配
的火鸡菜谱，引来更多健身爱好者的青睐。

微信普及后，鲁曼建立了“火鸡姑娘”公
众号和多个微信群，快捷地推介自己的产
品。很快，他们的微商店成为继“乡旮旯网”
之后的又一个销售平台。近年，鲁曼还利用
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开展网络直
播，进一步拓宽产品销路。2020年上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地部分农产品一时
销路不畅。鲁曼走进直播间，为当地特色农
产品代言，直接带动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如今，军曼公司形成集种养殖、产品研
发加工、互联网销售、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拥有火鸡养殖基地1000亩，年
产值近亿元。在鲁曼夫妇的指导和带动
下，陈甲村绝大多数农户都学会了网络销
售，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到近3万元。陈
甲村因此成为江苏省的电子商务示范村。

团队直播，打造产业电商基地

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是全国最大的兰
花生产基地，兰花种植面积达3.5万亩，但
电子商务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制约了兰花
产业的发展。“巾帼新农人”、翁源县麓山兰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恋花，组建
电商运营团队，重点发展兰花网络销售，企
业获得可观收益的同时，带动了当地兰花
电商的发展。

“80后”严恋花是翁源县人，大学毕业
后在珠海一家台资企业当高管，2016年返
乡创业种植兰花，并受聘担任翁源县兰花
协会秘书长。她一边种植兰花、研发兰花
文创产品，一边拓展兰花的销路。

当时，电商已进入直播时代，严恋花创
建成立翁源县万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招
聘年轻的专业人员，培育、挖掘主播人才，
组建了一支40多人的电商直播和运营团
队，建起总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兰花展厅
电商直播中心，开辟7个直播间，注册6个
直播账号，拉开直播大战的帷幕。

除了日常的直播销售，严恋花的团队
把电商购物节当成自己的节日。为了这一
天，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节日当天，公司
所有的7个直播间同时开放，在淘宝、快
手、抖音、微信视频号平台同时进行直播，
带货销售他们挑选的兰花。

严恋花给团队定的营销策略是，不回
避价格战，但不依赖打价格战，主要靠产品
的差异性吸引顾客。比如，他们培育的“蕙
兰红双喜”“九仙牡丹”等兰花品种，品相
好、寓意好，市场稀少，虽然价格高于其他
品种，但很受顾客喜爱。每次购物节，他们
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如今，严恋花的直
播团队日均订单约1500单，日均销售额5
万元，年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

严恋花不时亲自上阵当主播。2020
年春，她直播销售额最多的一天达到6000
多元。严恋花还经常把花农召集到公司，
手把手教他们直播带货，花农学会后在自
己家直播卖兰花。在她的示范带动下，翁
源的兰花电商蓬勃发展，兰花年电商销售
额达2亿元以上，占比从几年前的2%提高
到现在的20%。

▲

山东省烟台
市“巾帼新农人”、烟
台市田十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田春影（左二）和
三个妹妹向网友推
介家乡的大樱桃。

▲

江苏省盐城
市“巾帼新农人”、江
苏军曼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鲁曼在直
播间当“临时主播”。

▲

广东省韶关
市“巾帼新农人”、翁
源县麓山兰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严恋花在线上直
播销售兰花。

黎湛均/摄

巾帼行动巾帼行动乡村振兴

曹洼乡岳庄村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民宿小
院，成为美丽庭院“产业美”示范点。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