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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基萱

8月中旬，正值甘肃省武威市民勤
县蜜瓜收获上市的高峰期，今年珍宝
村的蜜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产。放
眼望去，瓜田里尽是忙碌的身影，谈话
间，都是增收的喜悦，眼前这幅丰收画
卷得益于“百事乡村振兴农业节水项
目”。

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
布“母亲水窖”2021-2025年升级规
划，将农业用水纳入项目实施范围。
今年3月，在百事公司的支持下，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百事乡村振兴
农业节水项目”，3年内支持100万美
元，用于开展节水农业工程及培训活
动，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当项目走进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
和金昌市永昌县，激发了沙漠的生机
和活力，一幅幅村民幸福新生活画卷
跃然眼前……

开启节水农业新篇章

“水刚从我家田里过去，你准备
啊。”

“知道了，我两分钟后出去。”
2022年3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百事乡村振兴农业节水项目”在珍
宝村实施，对村里灌溉民勤蜜瓜的“主
动脉”东支渠进行修建。今年的灌溉
季，珍宝村的妇女们第一次用新灌渠
试水，她们用微信互联，轮班交替，完
成了自家瓜田的灌溉。

因为时间、水量都在掌控之中，再
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提前到瓜田里和
泥、插门板建“拦水坝”，也不用因为水
渠坍塌大喊大叫、手忙脚乱……项目
建成后不仅节省了大量灌溉水，还降
低了经济成本和劳动强度，提高了生
产力。

相比珍宝村，金昌市永昌县红山
窑镇山头庄村水土流失情况更为严
重。项目建成后帮助村里节约了水资
源，提高了灌区实灌面积，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更好地促进了
山头庄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

灌溉要科学，节水才是关键。项
目每一个环节都紧紧围绕节水优先原
则布局，无论是减少输水损失还是提
高输水效率都以减少水量损失为原
则，同时结合供水区自然地形地貌及
高程分布情况，制定项目区的节水保
障措施。依托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水窖”的基础和各项资源，项目
让珍宝村和山头庄村两个村315户

1528人受益。

提升妇女幸福指数

上午9时许，一辆满载蜜瓜的农
用卡车，开出了珍宝村。村民王玉萍、
李晓芳、王海霞望着远去的卡车，拿出
手机，将满溢幸福的笑脸和手中沉甸
甸的蜜瓜定格在这瞬间。

王玉萍今年种了50亩蜜瓜，采摘
期刚开始就卖掉了20亩蜜瓜，有了12
万元进账，还有30亩地在采收中。注
定今年有余盈，可以庆祝丰收了。

像王玉萍这样的状况，在村里不
在少数。珍宝村种植的民勤蜜瓜是中
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业节水项目
覆盖珍宝村灌溉面积2200亩，预计每
年每亩增产民勤蜜瓜500千克，每亩
增收1100元，平均每户每年增收1.2
万元。

“蜜瓜今年大丰收，娃娃的学费有
了，不用出去打工，一家人终于可以团
聚了。如果明年也这么好，再把房子
装修一下。”珍宝村四社的村民李晓
芳，自打看见新水渠那天起，就知道今
年的蜜瓜肯定能有个好收成。

很多妇女已经有了“家庭计划”，
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有钱了该怎么
花”。农业节水保增收，让她们有更多
幸福感和获得感。

“我喜欢唱歌跳舞，今年收成好，
比去年多了好多收入，心情好，我想去
县城学唱歌，也想去外面看看！”王玉
萍说。

激发年轻人回乡愿望

在沙地里建设新灌渠，令村民大
开眼界。珍宝村的很多村民有生以来
第一次看到水在沙地里也可以被引

导，有规律流淌，不泛滥、不浪费。李
晓芳说：“我以前觉得‘节水’就是省
水，原来错误的灌溉方式才是浪费
水。好的水利能扩大生产，也能节
水。”项目打开了妇女们的眼界，让她
们对节水农业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和认
识。

现在，珍宝村村民最爱说的词就
是“水渠”。千余名村民和破旧水渠抗
争了十年之久，他们忘不了，用门板插
到土渠里拦水，有的时候水流太大，人
被冲走，跌在污泥里，满脸是伤、浑身
是泥的画面。如今，结束一天劳动之
后，妇女们在回家路上，都喜欢绕到水
渠附近的坡上，看着崭新的水渠循村
道贯穿沿线农田，百感交集。想到来
年春灌时，潺潺的细流注入自家的瓜
田，女人们心里乐开了花，开口就唱起
了民勤小调……

水渠承载了村民的快乐和苦恼，
也贯穿珍宝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水渠建成后，不少年轻人更愿意回
到家乡。

“我们的瓜特别甜，利用新建水渠
和先进灌溉技术将祁连山雪水引入瓜
田……”见到小华（化名）时，他正直播
卖瓜。他说，自己去年还计划大学毕
业去城市就业，今年他想回家创业
了。“这么偏远的地方，都能修上水渠，
这么长时间困扰我们的节水难题都能
解决，将来会更好，我有信心。”年轻人
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目前，珍宝村正在加快新农村
建设的进程。新楼房、新道路，日新
月异……珍宝村的发展，获益于一
件件像“百事乡村振兴农业节水项
目”这样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一切
努力，都是为了妇女们的生产生活
更方便，更幸福，让乡村成为人们向
往的地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曾有人问我，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的行业就是
数牛羊的，从一只两只，到四只五只，到更多，算有点成绩吧。”

唐春霞，现任甘肃省定西市畜草产业办公室副主任，说起自
己之前从事的工作，唐春霞笑着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唐春霞出生在武威民勤一个偏远的村子，和农村的许多
孩子一样，小时候在家里当过放羊娃。“大学我特别喜欢实验
课。毕业时我自己喜欢这个专业，就考了硕士。”唐春霞毕业
后被分到定西市安定区畜牧技术推广站工作，成为推广站第
一个硕士研究生。

唐春霞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通过利用当地干玉米秸
秆做垫料，推广应用利于生态环保的生物发酵床，项目的实施很
顺利，该项目还于2013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初次试验
成功让唐春霞慢慢找到了感觉，她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中。

畜牧技术的推广常常面临不小挑战，因为受传统观念影
响，当地百姓习惯了过去的生产方式和习惯，对新的畜牧技术
在短时间内很难认可、接受。

唐春霞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向村民推广生物发酵床这一示
范技术时的情景。

“不就是喂个羊、喂个牛吗，有什么科技……”“多耽误时
间。我还赶着回去喂羊呢。”在技术培训现场，不时有农户提
出这样那样的疑问，有人还随声附和。

“不接受，不配合。”唐春霞说，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农户中
很普遍。针对这一现状，她决定从培树示范户入手，通过典型
的力量示范引领。

跑了好多家，唐春霞最后找到一家曾与畜牧站经常合作
试验示范推广项目的农户。她和同事们为这家农户的养殖圈
舍做出专门的改造方案。改造完成，农户家原来“粪污遍地
流、臭气满天熏、蚊蝇到处飞”的现象不见了，圈舍里几乎闻不
到什么异味，蚊蝇、粪污都不见，栏内十几头猪一头比一头肥
壮。改造的成效让示范户喜出望外。很快，新技术以以点带
面的形式，在农户中实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

“从散养、放养到圈养，不仅对养殖户来说是一种观念和
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羊的生理机能。”唐春霞说。原来羊群
自由采食，获取食物较杂，微量元素都不缺，疫病防护基本可
以不管，但这却是圈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圈养中的各种问题，唐春
霞和同事们围绕“建什么样的圈舍”“什么品种适合圈舍”“饲料怎么搭配”

“各个阶段怎样管理”“什么时候防疫”进行研究探索，优化总结高效健康
养殖技术，比如圈舍的建设、选址，成羊、母羊、羔羊的哺乳期、断奶期的阶
段性的饲喂措施，就地取材合理搭配饲料满足羊只多样性营养需求。

在脱贫攻坚的那些日子里，唐春霞把脚步留在了千家万户，把汗水洒
进无数个牛舍羊圈。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安定区积极推动养殖产业
化发展，全区养羊专业村最多时达到80余个。

几度耕耘，终有收获。这位昔日的放羊娃，今天已经是定西市畜牧业
发展技术推广服务团队的专家。她先后被甘肃省农牧厅评为全省畜牧科
技推广工作先进个人，获得第九届甘肃青年科技奖、2021年甘肃省领军
人才（第二层次）等荣誉。近年来，唐春霞主持或参与国家、省市畜牧科研
项目15项，多次获省科技进步奖、省农牧渔业丰收奖、市科技成果奖。其
中她主持的“玉米秸秆与鲜薯渣混合裹包饲草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
甘肃省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该项目的实施，为安定区饲草加工高效
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唐春霞和
同事们再次整装出发，依托主持实施的适度规模标准化养殖关键技术集
成示范推广项目，把小农户纳入推动产业化进程的轨道上，提升产业发展
水平和经济效益。

“以前我是放羊娃，现在我做的还是和畜牧相关的工作，虽然岗位变
了，但职责没有变化。今后我将继续干好本职工作，为定西畜牧业的发展
和群众的增收致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唐春霞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刘旭辉

“老板，你们家的饭菜是真的巴
适，明年还来你们这里避暑，吃农家
菜！”近日，来自重庆主城的游客做客
秀山县涌洞镇楠木村“森林小屋”农家
乐，对主人罗桂菊烹制的饭菜赞不绝
口。

楠木村曾是秀山县最偏最穷的村
庄，交通落后，产业不发达，村民收入
很低。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战役和实
施乡村振兴过程中，该村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
一条脱贫致富之路。

因地制宜发展高山种植

“我们种了大青椒、水白菜、黄瓜
等六七个品种，有的品种通过了国家
绿色食品认证。”在位于楠木村的重庆
市兰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里，公司负责人谯秀兰一边忙碌，一边
如数家珍地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介绍道。

楠木村地处秀山县川河盖，海拔
1200米，夏季气温不超过20摄氏度，
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高山蔬菜。
2013年，谯秀兰从一家国有煤矿离职
后，流转了200余亩土地，种植高山蔬
菜。

创业初期，谯秀兰积极参加当地
妇联举办的相关培训，不断学习、钻
研，逐步掌握了蔬菜种植技能，并引进
新技术，蔬菜越种越好，产量也大幅提
升。如今，黄瓜和水白菜等品种实现
了一年多茬种植，产销两旺。随着公

司不断发展壮大，收成越来越好，影响
越来越大，除了高山蔬菜基地，还带动
村民在村里开辟蔬菜、水果种植基地，
种植糯玉米、辣椒、番茄、四季豆以及
西瓜、黄桃等季节性蔬菜、水果。

在公司发展的同时，谯秀兰为当
地村民提供蔬菜种植等方面的技术技
能培训以及信息服务、技术保障和销
售帮扶，带动村民特别是妇女发展特
色种植。此外，公司还为当地村民和
妇女提供了许多务工机会。目前，公
司种植基地的工人当中，一半以上是
当地妇女。她们通过务工实现增收，
日子越来越红火。

重庆市妇联干部聂清平在楠木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多年，参与和见证
了楠木村的产业发展。他介绍说，近
年来，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带
领下，通过争取帮扶资金、引进新品种
和种植技术，楠木村的高山蔬菜、茶、
中药材和水果种植等产业进一步发
展，种植面积达1400多亩，形成了连
片集中种植，其中，黄瓜、四季豆、南
瓜、茄子等季节性农产品通过了国家
绿色食品认证。

绿色资源+红色资源带火乡村游

走进川河盖，一片水杉树映入眼
帘，树林深处，“藏”着一栋栋木头小

屋，那便是罗桂菊开办的农家乐“森林
小屋”。今年暑期，“森林小屋”几乎天
天爆满。

“来我们这里避暑的客人都是提
前预订的，生意非常好。没想到我一
个普通农家女现在也吃上了‘旅游
饭’，都是党的政策好啊。”罗桂菊高
兴地说。

楠木村位于“世界桌山”秀山川河
盖景区的核心区域，年平均气温12摄
氏度，拥有高山草场、盖岭山原等原生
态景观，既能观光赏花又能避暑踏
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秀山曾属
于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至今流传着
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近年来，楠木村利用已有的自然
资源和红色资源，依托市妇联等单位
的结对帮扶力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据了
解，楠木村已投入5000多万元，推进
人居环境治理，发展具有土家特色和
苗族风情的民宿项目，日均接待超
1000人。

“我们村的路变得更宽、更干净
了。”“全村安上了太阳能路灯，晚饭
后出来散步，更安心、舒心了。”“‘45
道拐’也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七
嘴八舌地说着近年来村里的变化。
在村里走访，记者仿佛看到，一幅美
丽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楠木村徐徐
展开。

聂清平表示，楠木村将继续念好
产业致富经，更好地发挥妇女的半边
天作用，坚持产品配套、产业配景、技
能育人、产业留人、文化铸魂、生态赋
能，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秋收时节，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马二村农民把收获的水稻、小
麦、玉米皮等农作物秸秆晾晒消毒后，编织成宠物窝、存衣桶等工艺品出
口创汇，既避免了焚烧秸秆造成环境污染，又增加了收入。村党支部发挥
堡垒作业，采取“党支部+合作社+互联网+社员”的经营模式，带领村民通
过编织经营秸秆工艺品走上富裕道路。

图为马二村草编合作社社员用水稻秸秆编织工艺品。 房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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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偏最穷”的村变身“网红村”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百事乡村振兴农业节水项目”走进甘肃

瓜农满怀喜悦地为丰收的民勤蜜瓜打包，为运输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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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蜜瓜的王玉萍笑得合不拢嘴。

唐春霞参加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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