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利
津

山
东
利
津
：：
草
柳
编
织
点

草
柳
编
织
点
﹃﹃
草草
﹄﹄
成
金
成
金

线小晃：“能带动大家都富起来才算合格党员”

“做好每一单，牛奶和面包都会有的”

2022年10月23日 星期日 主编 罗文胜 责编 田梦迪 美编 张影 责校 王琬CHINA WOMEN’S NEWS 乡村振兴8
villagewomen@163.com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李天义 刘晓燕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赶上了发展的好时
代。我将坚持代表农民，为农发声，用实际行动展现新
时代农民的责任和担当，团结群众搞好农业生产，继续
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今
年被推选成为党的二十大代表的线小晃用质朴的语言
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提起线小晃，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从
一个普通的傣族农村妇女，成长为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
放小毕朗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她不仅为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还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先后荣获第六届德宏州道德模范（助人为乐）、云南省脱
贫攻坚奖“社会扶贫模范”、第六届云南省道德模范提名
奖、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勇闯市场 带头致富

线小晃是土生土长的遮放人。1992年，21岁的她
嫁到了户闷村民小组。夫妻俩辛勤耕种责任田，为了摆
脱贫困，勤劳能干的线小晃还先后尝试走街串巷收购辣
椒销售、贷款开油菜籽加工作坊。

遮放镇是德宏州的粮食生产大镇，盛产优质稻米，
素有“贡米之乡”的美誉。随着国家粮食体制改革，粮食
可以自由流通，个人可以收购、加工大米，线小晃说服父
母和亲友筹资，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在农村信用社
成功贷到20万元，办起了大米加工作坊。随着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2008年，线小晃用辛苦积攒的80余万元
建起了占地4.8亩，集收购、销售、加工为一体的大米加
工厂，成立了遮放镇小毕朗米业有限公司。2010年，公
司更名为芒市遮放小毕朗米业有限公司，并注册了“小
毕朗”商标。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线小晃走过了创业
的风风雨雨，扛住了资金不足、不懂技术、缺少管理经验
等压力，也经历过创业初期家人患病的艰辛。米厂开业
不久，丈夫被查出患有心脏病，急需到昆明医治。当时，
两个女儿还在上学，线小晃在照顾丈夫之余，还要一个
人撑起米厂还贷。因为压力大，她常常整夜睡不着觉，
坚强的她硬是咬牙撑了下来。所幸经过数年医治，丈夫
的病情逐渐好转，公司也逐步走上了正轨。由于公司始
终坚持诚信经营，加工出来的大米质量好、价格优，许多
外地客商慕名前来订购，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小毕朗”
商标赢得了消费者的口碑，2013年被评为云南省著名
商标。线小晃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群众学习
的致富榜样。

心系乡亲 助力增收

线小晃心地善良，性格热情爽朗，平时乡亲们有困
难找上门来，她总是热心地帮助解决。乡亲们十分信赖
她，把她推选为户闷村民小组的妇女组长。她还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说：“自己富起来不算什么，能带
动大家都富起来才算合格的党员。”她说到做到，用实际
行动积极帮扶大家，兑现了承诺。

2003年，线小晃将自己的榨油机低价转给本村生
活困难的咩哏宝家，并且主动传授榨油技术。经过一年
的经营，咩哏宝家的毛收入达到3万多元，家庭情况明

显好转，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添置了家具。
靠大米加工致富后，线小晃积极带动和帮助村民

小组有条件的妇女加入大米加工的行列，加工户从原
来的3户发展到15户，促进了村民小组的经济发展。
仅2005年，户闷村民小组的村民就购买货车12辆、
大型机耕机收设备6台，收入不断增加，日子一天比
一天红火。

为带领更多的群众致富，2013年，线小晃成立芒市
遮放小毕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运作方面，采取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科技”模式，由公司统筹、
合作社实施，实行订单农业，制定收购保护价政策。

如今，合作社年收购粮食规模达8000吨，年收入
2800万元，实现利润35万元。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
5500余户，遍及芒市、盈江、陇川、梁河等地，基地面积
扩大至86000多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和困难群众共同
致富。她还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开办起了肉牛养殖场、
饭馆，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60个就业岗位。

回报社会 造福家乡

在创业过程中，线小晃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她始终铭记于心。当家乡需要帮助时，
她便尽自己所能造福家乡。

当同村的贫困户为筹不齐建房款而发愁，当家乡的
村民重病需要入院治疗，她第一时间站出来提供帮助。
2005年，云南省各地频频发生自然灾害，需要大批粮食
支援，线小晃主动将自己收购的10万公斤粮食交给了
中央粮食储备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带领群众守
好寨门口，为执勤点的同志送去热腾腾的饭菜，还捐赠
5吨大米运送至疫情严重的湖北嘉鱼县。

2016年，线小晃与遮放镇户弄村签订《“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村企结对帮扶协议书》，并积极参
与光彩事业等扶贫和公益慈善活动，从产业发展、建
房、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开展扶持，为家乡的发展
添砖加瓦，近两年累计向户弄等9个村捐赠资金35.8
万元。

因小时候家庭困难而早早辍学，线小晃决定帮助更
多的家乡学子完成学业。从2010年开始，她对当地考
上大学本科的贫困大学生给予资助。2017年，遮放镇
成立助教基金，线小晃第一时间向基金捐款10万元。
截至目前，她累计资助100余名家庭贫困学生圆大学
梦，用于教育扶贫的资金达80余万元。

“我深爱我的家乡，深爱家乡的大米事业。我相信，
只要我们紧紧跟党走，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我的家乡一
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大家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线小晃
对未来充满期待。

从一个普通的傣族农村妇女，成长为带领家乡农户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公益

事业的积极践行者，并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 实习生 何婉婷 黎桃菲

家住广东汕头的刘女士是在疫情期间才开始到
直播间购物的。两年多来，她购买过土豆、山药、苹
果、蜂蜜等农特产，也“踩过不少雷”，但是只要把情况
及时反馈给商家，她总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该退
换的，商家会给她退换；该补发的，商家会给她补发；
该赔付的，商家会给她赔付。

不耐储运，是农产品特别是生鲜农产品的短板，
以致产品售后损坏、变质等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减
少和避免产品损坏变质？售后出现产品质量或损坏
问题，该如何处理？许多优秀主播和客服进行了探
索和实践。

一“包”多能，保证售后

为了避免和减少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包
括直播带货经营者在内的许多网络销售者高招频
出。其中，不断改进、设计实用的产品包装，是他们通
常采取的一个重要方法。

“铁棍司令”贺贯全发货时将山药套上网子，再装
在长形纸盒里；“乡村小乔”将自己加工的棉被装在真
空压缩袋里，再加一层塑料袋，防止运输过程中进水；

“苗家圆圆”用珍珠棉将一枚枚鸡蛋包好，放入纸箱，
减少因路途颠簸导致鸡蛋破碎的情况，“让每一颗鸡
蛋都安全地送到我们的粉丝手里”。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注意到，许多水产品电商
采用空气+水包装活鱼，保证鱼在运输过程中正常呼
吸；一些卖新鲜山货的网店还使用冰袋包装，以延长
产品保鲜期……调查显示，近80%的消费者称赞商
家“包装好，货品没有损坏”。

近日，助农主播“谷哥”徐志新在“2022丰收节电
商助力乡村发展论坛”分享自己的带货经验时介绍，
他们经常会遇到生姜在路上水分蒸发，到了目的地掉
秤，或者运到东北成了冰棍等情况。对此，他和村民
们不断改进售前、售中工作，预测到水分会蒸发的，在
打包时就多装一点，并针对不同地域的气候特点升级
包装，保障售后不出问题。

不少抖音直播电商对记者表示，好的产品包装是
农产品走好“最后一公里”的“保护罩”，有助于直播电
商赢得好口碑，招来更多回头客。有关专家也表示，

美观且实用的包装，不仅能让消费者增加对产品的好
感，而且是让农产品以最好的状态送到消费者手里的
重要保障。

应赔尽赔，信誉为先

农产品的售后问题主要为质量问题、延迟发货、产
品损坏等，而消费者网购农产品，最担心的就是售后服
务跟不上。当消费者收到产品后的观感、体验低于期
待时，直播带货者和客服人员如何兜住“售后的底线”？

“铁棍司令”贺贯全定下的售后宗旨是：“同样的
价格我们比质量，同样的质量我们比服务，同样的服
务我们比信誉。”无论是好评，还是差评，只要是顾客
的反馈，他们都会认真回复。在消费者收到货物前，
他们会打电话传授保存山药的方法：“收货后，要第一
时间拆包装，散在地面存放，保持阴凉干燥通风。如
果超过1周，可以考虑放进冰箱冷藏保存。”细致的售
后服务，让顾客避免了产品因保存不当而出现腐烂变
质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直播带货者和电商都承
诺，如果产品售后出现重量不够、损坏等情况，一定

“应赔尽赔”或“按比例赔付”。
“坏一个赔一个，坏两个赔一双。”主营绿壳鸡蛋的

“苗家圆圆”表示，“一般的生鲜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
货的，因为物流有一定时效性，生鲜会变质。但我们可
以补偿，有破损、裂纹、变质的，我们全部赔偿。”

事实上，许多成功的直播带货者都兑现了自己
的承诺。一名网友在“东方甄选”直播间下单购买了
一批水蜜桃，签收快递后发现有约四分之一的水蜜
桃已经霉烂长毛。他在向客服反映后，商家很快给
他全额退款。

当有客户反馈他们收到的产品短斤少两、质量参
差不齐时，助农主播“谷哥”徐志新第一时间向消费者
道歉，并对购买该批次产品的客户进行全额补发。粉
丝们纷纷留言和点赞：“谷哥好样的，以后还会支持。”

能否做好“应赔尽赔”事关商家的信誉。徐志新
说：“失信于人，人家踩坑了，就走了；产品好，讲信用，
跟粉丝的黏度会越来越大，大家就会支持你走下去。”

许多直播商家都有共识：售后服务保障是直播带
货的重要一环。抖音电商@鑫西兰在视频中表示，农
产品电商日过万单并不难，但必须重视售后服务，“做
好每一单，日积月累，牛奶和面包都会有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谭晓娜 周静

深秋的暖阳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来到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圆梦手工编织
合作社，几名社员说说笑笑正在编制草柳
编，一条条泾渭分明的蒲叶在灵巧的双手
中上下翻飞，手里编制的花瓶已经渐渐成
型，在她们身后摆放着形态各异的草黄色
编织品，有坐墩、蒲团、坐垫、储物筐等等，
格外吸引眼球。

“现在，我每个月多收入2000元左右，
在家编制草柳编，不用外出打工，挣钱、照
看孙女两不误。”手里忙活着的隋胜云大姐
自豪地向记者说道。草柳编带给她的，不
仅仅是一份收入，也让她越来越有成就
感。现在的隋胜云不但赚上了“外快”，还
当起了手工艺人。

2018年，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
佟家村的妇女们来到博兴县草柳编文化创
意产业园进行培训，看到草柳编技术简单
易学还能抱团发展，她们十分开心。学成
归来后，佟家村妇联主席唐恩美在政府投
资10万元的帮助下，成立利津圆梦手工编
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办“巾帼居家就业创
业”草柳编技术培训班，培训了近1000人，
吸纳150余人成为合作社社员。社员们采
用茅草、麦秆、柳条等点“草”成金，蒲草坐
墩、竹编笔筒、柳编花瓶等编织品成了时尚
单品，简洁朴素、美观大方，观赏性和实用
性俱在。

合作社还不断谋求创新，探索运用新
颖元素“浸润”传统柳编生产。“我们组织合
作社骨干10余人实施技术革新，将中草药
文化融入草柳编产品中，自主研发了艾灸
墩、颈椎枕等新产品，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
活力，草柳编也从装点‘生活圈’的小玩意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唐恩美说。

合作社和博兴县草柳编产业园签订加
工协议，由产业园提供原材料，定价回收达
到技术要求的坐墩、蒲团等产品，同时也面
向个人和单位销售各类手工艺品。在销售
方面，合作社还通过电商平台开启全新销
售模式，辐射带动周边20多个村近300多
户群众参与创业，蹚出了草柳编产业快速
发展的新路径。

在教育局、人社局以及妇联等单位大
力支持下，合作社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成
立教学实践基地，学生能在此学习草柳编
历史、技艺，扩大了传承人群，增强了非遗文化传承后劲。

目前草柳编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和惠民产业，带
动更多的妇女致富增收，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下一步合作社
将积极推动草柳编文化和乡村旅游度假区融合发展，不断挖掘
草柳编文化内涵及核心竞争力，在提高草柳编产品附加值上下
功夫，让更多群众通过草柳编走上致富路。”谈到未来，唐恩美充
满了信心。

■ 杨俊 吴啟萍 文/图

连日来，贵州省岑巩县天马镇杜麻村火红的高粱地里，10
多名妇女配合收割机，热火朝天地采收高粱穗。

“这种高粱叫‘红缨子’，我今年种植了280亩，亩产达到
800斤以上，收成很好。”种植大户彭朝书高兴地说，原本担心收
获季节找不到务工人员，没想到10多名留守妇女招之即来。

杜麻村党支部书记杨显亮介绍，红缨子高粱是酿造酱香型
白酒的优质原料，今年，村里通过引进农业企业公司，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订单式种植了460亩红缨子
高粱。在种植和收获过程中，留守妇女主动参与，发挥了半边
天作用。

“我们有一个姐妹务工微信群，平时哪里有活儿干就在群里
通知，10块钱一个小时，不愁找不到活儿干。”村民王建妹说，现
在村里的产业发展种类多、面积大，从春季播种、夏季管护、秋天
采收都需要大量务工人员，只要自己勤快，在家门口务工也能得
到一份不错的稳定收入。

除了红缨子高粱，近年来，天马镇立足山地和坝区资源，还
种植了油茶、优质稻、辣椒、太子参、百合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
发展产业的同时，给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务工机会，其中，许多“手
上活儿”适合留守妇女干。

天马镇党委书记吴钦明介绍，近年，天马镇依托村党支部建
立了13个妇女务工微信群，覆盖192个村民小组，涉及常年就
近务工妇女850余人。“产业兴旺了，村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留
守妇女顾家、挣钱两不误，生活更有信心。”

图为杜麻村的留守妇女采收高粱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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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山地和坝区资源，发展农作物和经济
作物产业，提供家门口务工机会

贵州岑巩：留守妇女不愁没活儿干

——农产品直播带货新模式新路径（四）

做好售前售后服务，赢得更多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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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小晃展示“小毕朗”小包装贡米。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