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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日子，，在充满希望中越过越好在充满希望中越过越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金勇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起航职业培训学
校内，一场结业式正在4层培训教室进行，
作为“爱心月嫂”项目首次“送教进县”在习
水开展的首期培训，50名学员即将到当地
月子会所、母婴店等就业。

“老师讲得太好了。科学育儿，跟自己
原来带娃那一套真不一样。”“家门口培训，
在县城就业，解决了我出不去的大难题。”
在结业式后的座谈会上，学员们个个笑靥
如花，抢着表达自己参加完培训的感受。

据悉，“爱心月嫂”公益培训项目由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金会）与
荷兰皇家菲仕兰于2016年发起，截至今年
5月，有28个省2057名欠发达地区妇女通
过参加项目培训获益。

“赋能女性新能力”

为进一步了解参加培训的学员情况，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随项目组到学员陈
小梅（化名）家探访。住在习水县土城镇齐
心村的陈小梅，是村里已经脱贫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从县城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
汽车在层山叠嶂中穿越一个多小时终于来
到了她半山腰的家。

“孩子还小时，我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
顾老的，根本出不去。现在孩子大一点，我
得学点东西，干活挣点钱。”43岁的陈小梅
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初中毕业后就到浙江
打工，婚后孩子都出生在丈夫工地旁边的
家，直到大儿子六岁、大女儿三岁才回到习
水。

住在大山里，家里主要靠丈夫打工的
钱支撑开支。带孩子之余，她也在家的周
边种点果树，靠政府资助的养羊等项目贴
补家用，同时还要照顾智障的弟弟和患癌
症的妈妈。在她家门口贴着的一张脱贫成
效卡显示，她家人均年度纯收入9144元，
其中丈夫工资性收入4万元，她在家生产
经营性收入4000元。全家人的医疗费、孩
子们的学费等，政府每年都有补贴。今年，
大女儿考进县城高中，一个月前，全家在县
城租房子住下了。

聊起参加“爱心月嫂”培训的原因，陈
小梅乐呵呵地说：“参加培训前，我去县里
的月子中心问了一下，培训完就可以去月
子中心上班。我又去习水网看了招聘信
息，一份去别人家照顾1岁多小孩的工作，
一个月有3500~4000元的工资，是过去一
年打工挣的钱，还能休息四五天。我是看
好了才去参加培训的，学完了就去上班。”

陈小梅的乐观、开朗、自信，感染着项
目组的每一个人。

“爱心月嫂”项目资助方荷兰皇家菲仕
兰公司中国高级副总裁杨国超告诉记者，
参加这次培训的50名学员，平均年龄40
岁，大多有外出务工经历，初中文化，她们
有强烈的自我提升意识，迫切希望通过培
训掌握新技能，实现新就业，这与项目的初

衷不谋而合。过去项目一直把
学员送到北京富平学校接受一
个月的封闭式培训，在城市就
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开始探
索“送教进县”，把北京师资送到县
和村，让更多乡村妇女能就近参加培训
和就业。

“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你想要的样子”

今年52岁的陈一红（化名）怎么也没
想到，自己挣得能比老公还多。改变来自
2019年“爱心月嫂”项目。

干月嫂之前，陈一红在家干农活，没有
稳定的经济收入，老公是名一家企业的普
通职工，月薪只有 3000 元，两个孩子上
学。一直想帮家里摆脱经济压力的她，找
工作时没少吃闭门羹。一个偶然的机会，
得知政府组织免费月嫂培训，赶紧报了
名。陈一红告诉记者，上岗之后第一个月，
她就拿到了老公两倍的薪水，成了家里收
入最高的人。

“月嫂既要护理产妇，又要护理宝宝，
其实是一项对专业技能要求很高的工作。”
陈一红告诉记者，刚开始，她被客户置疑
过，被领导批评过，加上经常熬夜，身心承
受的各种压力都让她打过退堂鼓，但她还
是坚持下来。“接过几单之后，我发现许多
宝妈在月子里不但承受着生理上的疼痛，
还要面对家庭的压力，对于她们的情绪，我
学会了体谅与理解，慢慢掌握了让她们舒
服的沟通方式，跨过了与客户沟通这一
关。”

记者与陈一红交谈时，对她说的一句
话印象深刻：“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莫过于经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让所有的
东西都变成了你想要的样子。”

她解释说，“跟客户长期接触下来，我

发现，月嫂之所以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
因为月嫂代表着专业。”

客户及家属的认可，让陈一红觉得所有
熬过的夜受过的累都值了。正是月嫂这个
职业，让她凭本事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还
收获了尊重，活出了比原来更精彩的自己。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
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介绍说，“爱心月嫂”
项目历经6年实践和探索，已直接帮扶全
国28个省、176个市、430个区县的2000
多名妇女。另外，项目还形成了“传帮带”
的接力效应，一些优秀的爱心月嫂返乡创
业，不但让当地的妇女意识到女性赋能的
重要性，更促进了家庭和谐与乡村振兴。

“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来自安徽省临泉县的“爱心月嫂”项目
学员马小英（化名），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典
型。

“90后”的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
做水电安装工作，因为脚意外受伤，只能在
家休养，原本不富裕的生活陷入困境。为
了生计，马小英动起外出打工的心思。得
知“爱心月嫂”项目在当地招生的消息，她
毫不犹豫报了名，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北京一个月封闭培训，除了系统掌
握母婴护理的专业技能，从爱心企业的领
导到学校的老师，都在教我们明白一个道
理：对待工作和生活，要积极主动，只要怀
有一颗爱心去努力，就能达成自己设定的

目标。”
培训一结束，马小英就找到了一份看

护孩子的工作，并很快得到了客户的认
可。“我知道一个带孩子的妈妈是多么不容
易，我知道她们的需求，她们需要真心爱孩
子的家政服务员的帮助。我是‘爱心月嫂’
项目的受益者，也应该把这份爱传递下
去。”马小英说。

临近春节，马小英回到临泉县，知道她
在北京做家政，不断有人找她介绍家政服
务员。整个春节，她每天早出晚归，带着村
里的姐妹们承接保洁工作，还免费为人介
绍家政服务员。到了返京的时间，她发现
村里还有很多妇女等着她给找工作。经过
激烈的思路斗争，她决定留下来自己创业：

“我想试试，让身边的姐妹和我一样走出迷
茫，一步一步实现蜕变。”

2018年3月，她注册的邦尼家政中心
在县城正式开业，不到三个月，她就为200
余名当地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几年来，公
司年收入基本保持在10万元以上。“我会坚
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用自己的力量改变
家人生活，帮助更多姐妹。”马小英说。

北京富平学校校长魏娟告诉记者，像
马小英这种自己创业的学员在培训班有十
几个，一些学员就是为了创业来参加培训
的。针对这种情况，学校除加大培训期间
团队建设、培养学员公益心和爱心外，还专
门开设了免费的职业经理人培训课程，为
有创业意向的学员讲授法律法规、如何开
办公司、如何经营管理等内容，也会请创业
成功的学员回来与大家交流，“目前来看，
学员的创业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谈起项目未来的发展，丁亚冬副秘书
长说：“爱心月嫂”项目发起时，正是中国脱
贫攻坚的开局之年，经过六年的实践，这个
意在帮助欠发达地区女性掌握一技之长的
造血式扶贫项目，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项目。未来，基金会将携手各方合作伙伴，
针对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继续提升项目
培训内容，探索新的培训方式，让这一项目
成为农村妇女改变生活、实现自身价值的
途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66岁的脱贫户王顺清，家住四川省绵阳市
北川县坪山村，一直在家务农。今年，村上扩修
道路，项目理事会安排她到特殊岗位务工，在工
地上负责道路清扫、拌砂浆、杂物清理等工作。
干了30天，她领到了4800元务工报酬。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蟠龙村的脱贫户张
碧芳，家里情况特殊，丈夫身患重病，老母亲多
年瘫痪，弟弟智障残疾……项目理事会推荐她
在工地上从事铲料等普工。务工70余天，她
获得了1万余元的劳务报酬。

让王顺清和张碧芳受惠的，是四川省推广
的采取村民自建方式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

“采取以工代赈的初衷，就是为了广泛组
织动员农村低收入人口参与政府投资的工程
项目建设，让他们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激
发其依靠自身劳动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四
川省以工代赈办副主任陈琦介绍，“村民自建”
是以工代赈项目实施的一种方式，即把项目的
实施全过程都交由村民自主建设，“类似于去
掉了中间商，从而更切实地维护群众的利益。”

2021年以来，四川省实施村民自建项目
300余个，投入以工代赈资金9.7亿元，参与务工
群众1.83万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9亿元以上。

增加就业机会，助困难群众增收

广元市旺苍县黄洋镇村民付路瑶，今年22

岁，过去她最愁的事是无法外出务工。父母双
亡的她，家中有年近七旬的爷爷奶奶、高中在
读的妹妹，一家老小都离不开她。

去年，黄洋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建设500
亩农田、修建8公里生产路，中专学历的她申请
参加工程建设。村上根据她的条件，让其从事
管理材料、记工并协助组织安排群众务工等工
作。务工5个月，她获得了1万多元的劳务报
酬。

“往年村上有项目，老板嫌弃我们劳力
弱。现在项目政策真好，替我们着想，让我既
能照顾家，还能有工作。”付路瑶说。

“以工代赈，每一次政策的调整始终坚持
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想方设法让务工群众

得到实惠，增加收入。”四川省以工代赈办一
级调研员马蓉介绍，四川省始终把解决群众
就业增收问题作为以工代赈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除了提供就业机会，以工代赈项目还通过
务工培训、以工带训，让务工群众掌握了部分
就业技能。

付路瑶在务工中得到了历练，被招聘到村
委会工作，主要负责文书工作，如今已被纳入
村级班子后备干部培养计划的她正准备自考
大专。

2021年，一个修建生产便道的以工代赈
项目，在泸州市合江县江合村实施，52岁、有着
泥工经验的陈继莲获得了务工机会。几个月
下来，她不仅拿到近2万元报酬，还增强了务工
本领。如今，她已在当地一个产业园找到了工
作。她感慨地说：“以工代赈项目让我们得到
了实惠。”

“为自己做事”，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

“村民自建以工代赈项目，不仅为农村老
龄群众和妇女等弱劳动力群体提供了在家门
口就业机会，还实现了资金效益的最大化。”四
川省以工代赈办综合处处长黎万勇说。

近几年，为推动村民自建以工代赈项目，
四川省出台了《关于规范采取村民自建方式实
施以工代赈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工代赈
项目村民自建工作指南（试行）》等文件，加强
政策指导，让基层组织成为第一责任人，推动
基层组织和当地群众成为项目建设的组织者、
参与者、监督者。

与此同时，四川省还建立了村党支部（村
委会）会议议定租（购、聘）工作方案、项目理事
会组织询价比价、村党支部（村委会）会议议定
租（购、聘）合约、村公开栏公示租（购、聘）合
约、乡（镇）负责人审签租（购、聘）合约、县级以

工代赈项目负责人审核报账材料等“六项工作
步骤法”，明确项目各个关键环节，确保项目规
范运行。

“因为没有预算利润空间，降低了非建设
成本，同等规模的资金可以实施更多的项目建
设内容，扩大了资金覆盖范围，提高了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规模。”陈琦说，采用村民自建方式
实施项目，充分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民主议事、
民主监督，自己的项目自己建设、自己使用，群
众由过去“给老板干活”转变为“为自己做事”，
务工积极性更高，监管更严格，工程质量也得
到了保证。

乡村干部全程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艾光村党总支书记
刘利梅坦言，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村民自建后，
她最大的收获是“提升了治理能力、融洽了干
群关系”。

“实施村民自建，镇村干部要全程参与，工
作量增加了不少。”陈琦介绍说，项目地镇村干
部是自建方式的管理主体，从务工群众的组
织、建筑材料的采购、技术指标的学习、劳务报
酬的发放、工程实施的监管，都是参与者和推
动者。通过项目建设，镇村干部的组织能力、
管理能力、群众工作能力、适应市场经济的能
力都有进一步提高；通过向群众问计、事务公
开、集体决策，镇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进一
步密切。

陈琦介绍，近年，四川省广泛采取村民自
建方式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在改善农业农村
发展条件、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增强群众内
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下一步，全省还将大力推广村民自建
方式实施以工代赈项目，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索新路径。”陈
琦说。

—— 探访“爱心月嫂”公益培训项目

助村民增收助村民增收 为乡村赋能为乡村赋能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富东燕 发
自北京 近日，2022年“智爱妈妈·科技
助力乡村振兴”女性带头人线上赋能培
训（土地政策专场）举办。本次活动由中
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主办，旨
在帮助女性带头人和广大农民准确掌握
土地政策，更好维护农村妇女权益。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陆继霞作为授课专家，带来主题为《中国
农村土地政策与妇女权益》的讲座，线上
分享了现阶段农村土地管理的新形势、
新政策、新要求。她讲述了改革开放前
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以及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着重就
如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展开政策法
规解读与案例分享。在帮助农村妇女增
强法律意识的同时，陆继霞呼吁各位女
性带头人要积极引导更多农村妇女依法
维护自身土地权益。

“智爱妈妈行动”是中国科协为提升
农村女性科学素质而实施的科普项目，
多年来累计惠及超1亿人次。“智爱妈
妈·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是中国科协农村
专业技术服务中心聚焦为女性带头人赋
能的一项重要举措，希望助力情系“三
农”、扎根一线的巾帼带头人能够带动更
多群众，为乡村振兴贡献巾帼智慧与力
量。

本次活动通过百度、今日头条、抖
音、微博、一直播、北京科技报客户端等
平台进行播放，各平台观看量近70万。后续，中国
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将围绕广大农村女性带
头人的科技科普需求持续开展赋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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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个项目、9.7亿元资金，参与务工群众1.83万人……四川省大力
推广实施村民自建以工代赈项目

2022年“智爱妈妈·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女性带头人土地政

策专场培训活动举办——

连日来，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的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农户们冒着酷暑抢收早稻，确保颗
粒归仓。

近年来，滨海镇建成2万多亩高标准农田，实现
了宜机宜耕、能排能灌，昔日的“巴掌田”“望天收”变
为成方连片的稳产田、高产田。今年，滨海镇新西村
种粮大户王忠茂在杂地改成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早
稻，亩产超千斤。 郑莎\摄

浙江温岭滨海镇
“高标农田”喜丰收

四
川
省
古
蔺
县
以
工
代
赈
项
目
修
建
的
道
路
。

学员在接受实操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