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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邹雯 邹发群

抬头见蓝，低头见绿，推窗见景。在福
建省三明永安市贡川镇龙大村，一幢幢小洋
楼整齐划一，村口墙体彩绘铺展开乡村振兴
的美丽画卷。

近年来，龙大村以积分制管理为抓手，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妇女“半边
天”的作用，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深化

“美丽庭院”创建活动，把美丽乡村的蓝图变
为了现实。去年9月，龙大村获评“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

扮靓“一院一景”

从龙大村村口的乡村振兴馆出发，走在
绿植成群的庭院小路上，三角梅、罗汉松、小
榕树、八月桂、红玫瑰、长寿花……大大小小

的植物上百种，映入眼帘的俨然是一个科普
植物园。

步入一排排精致的小洋楼房，移步换
景，每一处庭院都充满惊喜。长期位列“积
分”榜前列的村民姜兰英家的庭前屋后栽满
了各色花草瓜果，看上去就是一个小花园。

“村里推行积分制以后，我们家前庭后院都
打扫得特别干净。”姜兰英说。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龙大
村出台了积分制管理办法，每月开展“美
丽庭院”现场评比，并通过“以奖代补”“投
工投劳”“户争牌、人争星”等机制，有效调
动了全村妇女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妇女
们化身为庭院设计师，一户庭院成了一处
风景，串成一幅美丽乡村画卷。

打造“一村一韵”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在龙大村，

道路一尘不染，以往杂草丛生、垃圾乱倒的
现象已不见踪影。

据了解，“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开展以
来，龙大村变化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还
有村风民风。

“以前，村民不太注重环境卫生，现在村
里每月搞现场评比、积分兑换，大家的积极
性和自觉性都提高了！”村妇女代表李闽秋
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说，现在只要
有空，村里的妇女就把家里家外打扫、整理
得干干净净。

“我们组建了一支女子劝导队，采取
定期督导与随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组织
督导队成员走街串巷、实地检查村内的公
共环境卫生以及大家遵守文明礼仪、移风
易俗、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妯娌团结等情
况，让村容美升华为‘民风美’。”贡川镇古
镇片区妇联主席、女子劝导队队长刘淑聘
介绍。

探索“点美成金”

沿着沙溪河畔，一条步道曲径通幽，黛
绿青山里，亭台楼阁点缀，美不胜收。

龙大村“两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初计
划修建这条步道时，村里曾想请专业团队设
计、施工，但项目预算高达158万元，一时难
以筹集，最后村里决定由村民投工投劳，自
己修建。在施工过程中，村里的妇女们当起
了工程监督员，发现质量问题立刻要求返
工。整个项目仅花了50多万元。

去年，龙大村积极探索“党支部+公司+
项目团队+村民”的发展模式，由党支部委
员引领，村民自愿入股，成立了立红文化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利用“共享+”模式组合周
边旅游资源，点亮“夜经济”，今年已接待游
客11万人次，预计全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20万元。

““美丽庭院美丽庭院””点亮点亮““美丽经济美丽经济””

““巾帼新农人巾帼新农人””创业典型案例系列报道创业典型案例系列报道⑨⑨

她们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大胆应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新模式，活跃

在科学种植、农机服务、粮食加工与销售等多领域，实现了粮食增产增收—— ■ 房德华 杜明涵

今年39岁的梁付红是山东
省郯城县胜利镇前房后村村民，
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2012年返
乡，跟着父亲种植大棚油桃。

梁付红的父亲是个庄稼“老
把式”，从2009年开始种植大棚
油桃，可产量和质量一直上不去，
种出的油桃个小、口感差，卖不上
价。“父亲的种植方式太传统，我
得想办法改变一下！”梁付红说。

梁付红泡书店、跑科协，报名
参加培训班，学习大棚油桃栽培
技术。她采用生物治虫、蜜蜂授
粉、水肥一体化、温湿度自动调控
等科学技术进行种植和管理，经
过几年摸索实践，油桃产量由
2000公斤提高到2800公斤，而
且产出的油桃个大、色泽好，味道
脆甜，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梁付红成立郯城正航
家庭农场，注册“郯希牌”商标，除
了批发零售，她还开辟了网络销
售渠道，把油桃卖到全国各地。
今年，他们家种植的40亩大棚油
桃纯收入20多万元。

她父亲感慨地说：“种地老办
法不行了，还得靠新技术。现在
好了，女儿掌握了种植技术，销售
又搞得好，我轻松了。”

兴农富民富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粮安天下。传统粮食作物种植
收益不高，劳动强度大，一批“巾帼新
农人”义无反顾地踏入农业种植领
域，敢为人先，大胆尝试，让先进的现
代农业生产理念和技术不断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成为提高种植效益的
实践者。

她们采取流转、托管或土地入股
等形式，扩大经营规模，大胆应用新
技术、新工具、新品种、新模式，实行
科学种植，同时开展农机社会化服
务，开发粮食加工与销售，把粮食生
产做成产业链，获得了种粮高收益。

应用新技术，玉米增产又增效

新的种植技术在推广之初，许多
农户持观望态度，吉林省四平市“巾
帼新农人”、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率先尝试，
当年就实现了粮食增产增效。

韩凤香在梨树县农村出生长大，
大学毕业后一边在县城创业，一边参
与管理公公牵头成立的梨树县凤凰
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2015年，她
放弃原来的事业，回到郭家店镇青堆
子村再创业，被推选为合作社理事
长。

和父辈不同，韩凤香有着先进的
现代农业生产理念，对新的种植技术
不但接受快，而且总是率先应用。
2016年，梨树县着手推广玉米秸秆覆
盖免耕种植技术（亦称“梨树模式”），
许多农户不敢尝试。韩凤香毫不犹
豫地拿出自己经营的150亩耕地，在
农技人员指导下进行示范种植。“梨
树模式”由多家科研院所合作研发，
旨在改良和保护黑土层，提高玉米产
能产效。韩凤香对此信心十足。

当年，合作社采用新技术种植的
玉米不但没有减产，还增产了66斤/
亩。按传统种植模式，种一季玉米要
翻耕整压耕地，对黑土层结构造成了
一定的破坏，“梨树模式”无需翻耕整
压耕地，不仅节约生产成本，还可改
善耕地土壤，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在
韩凤香的示范和带动下，如今，青堆
子村整村实施“梨树模式”，玉米增产
130斤/亩，生产成本降低了 100多
元/亩。

2021年，梨树县推行“现代农业
生产单元”模式，即以300公顷集中
连片土地为一个实施单元，合理配置
农机具、人员和资金等生产要素。韩
凤香再次带头实施。如今，韩凤香的
合作社耕种1.2万亩耕地，实施全程
机械化作业，管理人员利用遥感技术和大
数据技术，坐在家里就能掌握庄稼的长势、
虫情、农田湿度等信息，并据此作出管理决
策，生产效率和种植效益进一步提高。

利用生态资源，种植优质特色稻

有些南方地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
小农户分散经营，难以形成集约化生产。

湖北省襄阳市“巾帼新农人”、南漳县寨子
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青，引导农户
利用当地优良的生态资源，种植优质稻和
特色稻，实施品牌营销，让高端大米走出深
山，卖出了好价钱。

赵青在南漳县农村出生长大，大学毕
业后曾在武汉一家企业当白领，2013年和
丈夫一起回到南漳县城关镇姚岗村，流转
1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加工、销售大米。

两年后，两口子转战南漳县东巩镇上泉坪
村。

创业两年，赵青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
验，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南方大米市场以
销售普通大米为主，同质化现象严重，要想
在市场胜出，必须发展优质稻和特色稻。
上泉坪村四面环山，泉流众多，有“荆山小
桃源”之称，为优质稻和特色稻种植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虽然优质稻的产量
略低于普通杂交稻，泉水灌溉的水稻生长
期较长，但产出的稻米口感更好，更受消费
者喜爱。

赵青牵头成立东巩寨子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以“土地折资入股+保底分红”模式，
吸纳上泉坪村279家农户加入，耕地面积为
1200余亩。按照协议，农田继续由农户耕
种和管理，合作社统一选用优质稻种，要求
农户按相关标准种植，即多施有机肥，尽可
能用生物制剂替代农药，采取休耕增强农
田地力。赵青夫妇注册成立襄阳田园乐活
米业有限公司，负责收购、经销合作社生产
的稻米。

绿色生态种植离不开农业科技。赵青
夫妇投入资金，购置智能插秧机、收割机、
无人机、太阳能扇吸式捕虫器等农机具，实
行全程机械化作业，提高生产效率，应用先
进技术，确保水稻产量和质量。几年间，他
们与农业科研院所合作，陆续研发、种植低
糖功能米、黑米茶和彩色稻等10多款新产
品，设计了家庭实惠装、精品礼盒装、时尚
易拉罐装等包装样式，让不同的消费群体
各取所需。她运用营销手段，打造“东巩寨
子”品牌，将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

在赵青夫妇的引导下，如今，上泉坪
村2700多亩农田全部种上了有机水稻，
全年生产有机大米15万公斤，产值达800
多万元。

土地入股分红，规模和收益双提升

在一些农村地区，青壮年纷纷外出务
工，耕地闲置甚至撂荒现象时有发生。四
川省德阳市“巾帼新农人”、广汉市麦浪土
地股份合作社负责人杨萍，采取土地入股
形式吸纳农户加入合作社，提供农机社会

化服务，实现了规模经营。
杨萍是一名“75后”，在广汉市连山镇

锦花村出生长大，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
学习农机驾驶，为周边地区和外地农户提
供农机服务，不但熟悉农业生产，而且对农
业有一份特殊感情。2011年，在外打拼多
年的她回到锦花村创业，流转和托管共400
多亩耕地种植粮食作物。

杨萍深知种地少不了机械化，更离不
开农业科学技术。回村创业后，她积极参
加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虚心向
农技人员请教，刻苦钻研种植技术，成为广
汉市最早的一批农民高级农技师。

2015年，她率先实施综合种养循环农
业，在稻田里散养鸭子，让鸭子除草、施肥，
啄食害虫。与此同时，她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绿色防控、暗化育秧、稻茬小麦免耕带
旋播种等技术，种植效益不断提升。杨萍
因此获得“全国种粮大户”“全国农村青年
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2017年，杨萍牵头成立麦浪土地股份
合作社，采取不同于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
的新经营模式，即农户以耕地折股加入合
作社，土地由合作社经营，农户除获得每亩
750斤稻谷的保底收益之外，还参与合作社
的第二次分红。因为预期收益可能更高，
当地农户都乐意把耕地交给合作社经营。
合作社的经营规模一下子扩大到1700亩。

杨萍还牵头成立广汉市惠民农机专业
合作社，为其他农户提供农机社会化服
务。合作社每年都要对部分农机进行升级
换代，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最初用的老式
收割机只能收割，后来换成高炮筒收割机，
可以一边收割，一边将稻草打捆；原来的简
易插秧机需要人力推动，换成智能插秧机
后实现了无人驾驶；以前喷药靠人工，后来
购置的植保无人机，一台相当于100个人
力。

合作社的经营能力不断增加，不仅解
决了当地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还提升
了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如今，农机专业
合作社每年的农机服务收入达到100余万
元，土地股份合作社每年的粮食种植收入
达到300多万元，入股社员年均增收30余
万元。

一院一景、一村一韵，福建省永安市深化人居环境整治——

■ 肖雄

芒种过后，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岩架镇板
弄村糯米蕉种植基地，高级农艺师、科技特派员王
顺勇一连几天都在指导村民移栽蕉苗。“王老师是
我们的老相识了，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的糯米蕉越
种越好。”一位果农说。

册亨县被誉为“中国糯米蕉之乡”，糯米蕉种植
面积达9万余亩，产值逾3亿元，惠及1万余户果农，
户均增收超2万元。当地糯米蕉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科技特派员的助力。

如今，在黔西南州，像王顺勇一样的“科特派”
已实现乡镇全覆盖。各级科技特派员走进田间地
头，开展技术示范推广及技术培训，把“土专家”培
养成产业发展的行家里手，并采取点对点、一对一
的服务方式，帮助解决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
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2009年以来，我州已累计选派1421名科技特
派员，培育壮大了望谟芒果、册亨香蕉、普安茶叶、
兴仁薏苡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特色产业，为我州产业
兴旺、群众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黔西南州科技局
农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黔西南州将进一步引导
各类“科特派”向农村基层流动、向农村一线聚集，
在产业振兴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中发挥科技力量。

贵州省黔西南州开展技术

示范推广、技术培训，培育壮

大了一批特色产业——

“今年黑玉米相当俏，商贩自己下地来收，一
个棒子卖2元钱。”近日，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杨
庄村村民丁启芳在地里一边收获玉米，一边高兴
地说。

丁启芳种的是黑糯301鲜食玉米，这个品种的
玉米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软糯可口，食用价值和经济
价值都很高。杨庄村支部书记徐凤伦介绍，去年村
里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适度发展特色种植，共有
5户村民率先种植黑糯301，当年就获得了不错的收
益。今年，部分村民跟进，总种植面积增加到10
亩。一亩可产3500个玉米棒子，按1.5元的平均价
格计算，一亩可收入5250元，除去种子、人工等费
用，每亩至少可赚4000元。

“今年我家只种了2亩，明年再多种几亩。”丁启
芳说。 高军/摄

黑糯玉米俏销黑糯玉米俏销

巾帼行动巾帼行动乡村振兴·

梨树县实施“玉米秸秆覆盖免耕种植技术”的农田。
吉林省四平市“巾帼新农人”、梨

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韩凤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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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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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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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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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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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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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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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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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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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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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帼
新
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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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漳

县
寨
子
米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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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赵
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