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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嫣

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协办

书写强农兴农的巾帼时代答卷
——“五个100”风采展示活动之“最美巾帼新农人”

稻田播下“致富种”

返乡“牛倌”成致富带头人
黑土地上的“金凤凰”

助力大蒜产业机械化发展

女博士新农人 从金融白领到职业农民

植提产业追梦人

小豆包闯出大世界

农旅融合拓荒人

近年来，随着

越来越多新农人

投身农业领域，广

袤乡村涌现出一

大批优秀巾帼新

农人。她们饱含

“三农”情怀、具有

超前眼光、充满创

业激情、富有奉献

精神。她们带着

新知识、新理念、

新创意深耕乡土，

探索我国农业现

代 化 的 实 现 路

径。她们做给农

民 看 、带 着 农 民

干、帮着农民赚，

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活力、注入新动

力，为改变乡村面

貌贡献巾帼力量。

为深化“乡村

振兴巾帼行动”，

激励更多女性建

功新农村，今年年

初，全国妇联与农

业农村部联合推

介了99个全国“巾

帼新农人”创业典

型案例。本刊今

天选取其中 10 位

“巾帼新农人”的

事迹进行展示，为

有志深耕农业领

域的巾帼创业者

提供参考和借鉴。

石嫣 分享收获（北京)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读博士的石嫣作

为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前往美国农场学习实践，在那
里，她第一次接触到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2009年回国后，她
便将这种模式引入中国人民大学位于海淀区的产学研基地。2012
年，石嫣在北京顺义柳庄户村成立分享收获有机农场。同年，分享收
获有机农场获评“妇字号”基地。自2016年起，石嫣通过组织“农场
经理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研发新农人CSA实训课程，开展“半
耕半学”式的田间训练。2018年，石嫣在国际社会生态农业CSA大
会上当选联合主席，她曾获市级“三八红旗奖章”“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等荣誉。

如今，北京、四川、云南等地已经成立CSA产销合作社。通过合
作社，在产品检测方面可以节省50%的费用，物流方面可以有相应
的折扣，且能够以经济的价格买到生产物资，不仅减少了生产者的生
产成本，更帮助解决了一部分产品滞销的问题。

王黎娜 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上海浦东泥城，有“青扁豆之乡”的美誉。上海人吃的青扁豆有

很大一部分出自一位复旦毕业的“扁豆姑娘”——王黎娜之手。十年
前，她辞去银行的白领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当起了农民。

为把传统农业提升为现代农业，王黎娜组建了一支由1名硕士、
3名本科生和3名大专生组成的高学历种植队伍，同时与上海交通大
学、农科院、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建立合作关系，进行产学研对接，培
育出抗病性、商品性明显提高的“红刚三代”青扁豆新品种。

作为上海市妇联执委，王黎娜也在妇联组织的倡导和支持下，为
当地农民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帮助农民丰富种植品种。自2004年
至2020年，王黎娜累计带领周边农民种植青扁豆28.45万亩，总产
值38.89亿元。在她的合作社里，种植大户一年就能赚20多万元，许
多农民靠种植青扁豆，供子女上大学，买车盖楼。他们说自己开的是

“扁豆车”，住的是“扁豆楼”。

王微 河北爱绿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主任
2018年，“85后”返乡创业青年王微加入河北爱绿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致力于运用高新技术专业化研制、生产天然植物提取物饲料
添加剂和动物保健品。

创业以来，王微带领公司研发团队，建立畜牧业天然植物提取物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平台，设立植物原料与工艺、饲料添加剂、动
物保健品、产品分析与标准及项目成果5个研究室和8个试验基
地。在第四届河北省农村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大赛中，她以《天然植物
提取物在畜禽减抗养殖中的高效应用》项目突出重围，获得大赛三等
奖。2021年，王微的“爱绿爽”获得河北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王微说，感谢妇联“娘家人”在创业路上给予了极大的鼓舞与支
持，未来，她将联合农业部门宣传推广企业绿色农产品，继续努力推
动相关植物提取物产业政策的落实，积极推进植提质量标准的建立，
潜心架构植提生态产业平台，为我国畜牧饲料行业的绿色健康发展
保驾护航。

姚春梅 浙江省宁波田甜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姚春梅在大学三年级时，便有了回乡创业的想法。一毕业，她

就选择扎根家乡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百梁桥村，发展农业，带领乡
亲们一起致富。

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她向银行贷款10万元，承
包了村集体的一座荒山。2009年，农场的雏形诞生。从种植樱桃
到收购雷笋，姚春梅一点一滴积累着经验和资金。2013年，姚春梅
联系五家团购网站，成为宁波第一批做农旅结合的人。通过互联
网+农业，每年4月底到5月中旬，短短一个月时间吸引7万左右的
游客前来采摘，到农村消费，连旁边卖茶叶蛋的老奶奶一天的收入
都达到1500元以上。

随着自家农场客户量的增长，姚春梅通过自己的渠道，免费帮
助其他村民销售产品。2020年，她被评为“浙江省百名最美巾帼新
农人”。在姚春梅的创业之路上，浙江各级妇联直接扶助资金达55
万元左右，鄞州区妇联开展的郁金香项目还为她提供免息循环资金
近40万元，以帮助她更好地实现创业梦想。

赵丽杰 内蒙古林西县荣盛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012年，25岁的赵丽杰结婚后，跟随参军复员的丈夫来到内蒙

古林西县双兴村。在这个国贫县里的贫困村，房子破旧不堪，手机没
有信号，唯一一条通村路曲折不平，坎坷难行。

为了改变现状，她用自己新婚后仅存的2万元钱买了一台小型
拖拉机，率先在村中流转土地，搞起了规模化生产经营。2014年，赵
丽杰注册董蒙家庭农场。2017年，荣盛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
立，赵丽杰带领乡亲们种植有机杂粮，后来，还积极引进食用菌种
植。依托合作社，她先后规划建设50亩设施农业大棚，厂房400平
方米，冷库160平方米，带动周边160多户贫困户种植食用菌，每户
年均经济收入达1.2万元。

助力乡村发展，更不忘帮助乡村女性发展。为了延伸产业链，利
用冬季农闲时间，赵丽杰带动大家用本地的特色杂粮蒸制粘豆包、年
糕，创办乡土有机杂粮品牌“双兴老三区”“东敖包吐”，通过电商销售
到全国各地，销售收入160万元，帮助105名妇女就业，每一名就业
人员创收1万多元。

辛丽 山东省玛丽亚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在素有“大蒜之乡”美誉

的山东省金乡县，辛丽在近20年时间里，始终围绕大蒜产业辛勤创
业，推动大蒜产业向机械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为了解决大蒜种植及加工环节劳动力严重老化及机械化技术
短缺问题，2012年，辛丽大胆创新、瞄准先机，成立山东省玛丽亚农
业机械有限公司，广招国内外专业人才，与高等院校、农机研究所签
署长期产学研合作协议，成立自己的研发团队，与山东农科院一起
研发生产出世界第一台精准正芽播种机，先后研发出“玛丽亚”牌大
蒜和洋葱分选机、蒜种分瓣分选机、大蒜收割机、大蒜种植机、大蒜
包装生产线等，申报近260项专利及发明，有力推动了中国大蒜机械
产业跨入世界领先行列。

在这一过程中，山东省及各级妇联积极搭建平台、开展服务，助
推企业发展，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帮助更多妇女增收致富，带动
更多妇女就业创业。

韩凤香 吉林省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010年，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青堆子村，韩凤香成立梨树县

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渐发展成集种
植、加工、销售、特色产品研发推广等为一体的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2020年，合作社实施保护性耕作，每公顷可节约成本900元~1100
元，增收1300元。

在韩凤香的努力下，合作社有158名社员，农机发展到68台套，
固定资产达到800万元，集约经营土地面积达845公顷，生产规模扩
大到2个乡镇的10个村；吸纳农民工72人，每人年收入可达1~3万
元，吸纳农业技术骨干25名，每人年收入5万元。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韩凤香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在流转土地的过
程中，优先考虑老幼病残、贫困户，带动12户贫困户和留守家庭入
社。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由合作社投资，通过“母羊养殖”帮扶
17户需要特殊救助的家庭，帮助每户每年增收两三千元，将“扶贫
羊”变成“致富羊”。

赵昭 河南省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
24岁那年，赵昭放弃城市的工作返乡养牛。创业之初，她既没

资金，又没技术。为了实现创业之梦，没资金就贷款，在南召县和县
妇联的帮助下，赵昭和丈夫租了一块地，养了四五十头牛，自行设计
二三百平方米的牛棚。没技术就学，她把图书馆关于养牛的书统统
借来自学，同时在网络上学习，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肉牛养殖和疾病防
治技术。

2011年，赵昭萌生了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她从西安请来专家根
据当地情况配饲料，村民可以以成本价购买。2015年，赵昭成立雅
民农牧有限公司，事业越做越大，当初的牛棚已变成6栋标准化牛
舍，公司同时进入有机农产品领域，流转土地1200亩，托管周边农户
土地2000亩，年产值4000多万元。

一人创业，惠及众多村民。赵昭带动当地500多户农户发展养
殖黄牛、种植饲料玉米、种植双孢菇等产业，其中留守妇女100多户，
大幅增加了当地农户的经济收入。在助力脱贫攻坚战中，赵昭帮扶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00余户增收。

陈雨佳 黑龙江省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雨佳
农产品有限公司经理

2016年，陈雨佳毅然辞掉在大城市做体育老师的工作，回到家
乡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在母亲褚丽娟的支持下，创建玄
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她立志将家乡的石板米卖到全国，发展乡村
旅游，带动家乡经济发展。

陈雨佳在合作社实施土地流转集约经营，绿色生态有机种植和
质量安全生产可追溯，推动家乡石板大米走向高端定制。同时，她和
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探索直播销售，从水稻种植到秋收的各个环节都
展现给消费者，通过认购水稻田的方式，邀请消费者到稻田实地体
验，发展农家乐，带动村里其他农产品销售。陈雨佳还主动策划方
案，将村里闲置的房子统一装修，作为民宿出租。

如今，村民家庭的“巾帼绿色生态小菜园”已经成为外地游客的
网红打卡地，村里86岁的新农人王爷爷成了小菜园的网红
代言人。陈雨佳用新思维发展农村新经济，让外地游客品
尝到好米、好菜，让村里的农民乐了、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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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 科技赋能水稻种植
赵青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寨子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012年11月，“85后”赵青辞掉武汉的工作，带着科技兴农的抱

负和仅有的三万块钱回到家乡。2015年，她前往南漳县最南端的上
泉坪村，种植高端优质水稻，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的原则，用土地折资入股的形式和保底加分红的模式，注册
了寨子米合作社和“东巩寨子”商标。2017年，赵青依托合作社注册
成立襄阳田园乐活米业有限公司，主动对接科研院所，与省农科院、
武汉轻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合作，签订研发协议6个，获得发明
专利4项。

在寨子米合作社里，70%以上都是留守妇女，香、甜、软、糯的“寨
子米”解决了周边700多户留守老人和妇女的就业问题。同时，赵青
借助春秋寨景区的区位优势，组织妇女开办农家乐20多家；成立扶
贫车间，解决了3个扶贫安置点100多户农户吃饭、就业、创业困
难。赵青先后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湖北省三八红旗手”“湖北
省最美妇联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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