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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科

进入秋季，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安街道的
蓝藻打捞队队员殷卫国和他的同事们，变身护鱼
巡防员，每天晚上手持电筒，在太湖岸边巡视，防
止有人垂钓或下湖捕鱼。

殷卫国原是以捕鱼为生的渔民，2020年，因太
湖流域全面禁渔，他和新安街道的140余名渔民一
道退捕上岸。“乍听禁渔消息，我脑子里直犯迷糊，
打了半辈子鱼，上岸以后怎么办？”殷卫国回忆说，
全面禁渔后，当地渔民虽然都领到了一笔退捕补
偿金，但不少人仍然担心生活无着，坐吃山空。

为了解决渔民们的合理诉求，新安街道信访
办及有关部门联合会办，根据渔民的实际情况，多
元化解，为达到退休年龄的渔民办理了职工退休
手续，或落实相关保养待遇，为处于就业年龄段的
渔民安排了就业。殷卫国等55名渔民被安排从
事太湖蓝藻打捞和内河河道保洁工作，每人都能
领到三四千元的月薪。退捕渔民们很快开始了新
生活，适应了新工作。

除了打捞蓝藻和河道保洁等主业，殷卫国和
同事们还积极参与夜间护鱼巡防工作，维护太湖
的生态环境。如今，看到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昔
日的捕鱼人深感欣慰。“生态环境好了，我们非常
开心。”殷卫国说。

打捞蓝藻、河道保洁、护鱼
巡防……昔日捕鱼为生，如今护
航太湖。太湖渔民退捕上岸有
了新工作：

“生态环境好了，
我们非常开心”

兴农人兴农人巾帼

罗其花：把科技成果装进农民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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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美玲

故乡的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一
片一片的麦田分布在丘陵之间。冬去
春来，日出日落，一块块麦田像朴素的
碗，盛装着小镇的人间烟火。

一场春雨如期而至，最快活的当
属麦田了。它张开怀抱，尽情享受雨
水的滋润。走在田埂上，仿佛能听到
麦苗拔节的声音。这是生命的律动，
更是蓬勃的景象。遗憾的是，我笨拙
的语言，无法详尽描绘这一画面。

麦熟时节，小镇尽带黄金甲。山
坡、沟洼渐次金黄，层层叠叠铺陈开来，
一片片一层层麦田翻滚着金色麦浪，与
蓝天白云组合在一起，装点着美丽的山
川大地。从田垄走过，披一身轻花麦
香，与成熟的麦穗擦肩而过。揪一穗麦
子在手掌搓搓，尖尖的麦芒有点扎手。
青涩的麦粒躺在手心，像小孩吹蒲公英
一样轻轻吹去颖壳，再放进嘴里细细咀
嚼，整个口腔都是浆果一样的清香。

三夏大忙抢时间，农家人从四面八
方奔赴麦田。一把把锃亮的镰刀划过
半空，麦子应声倒地。大地热火朝天，
人人不甘落后。天道酬勤，每一粒新麦都是用汗水
浇灌而来的。院子里、麦场上，房前、屋后，到处是金
灿灿的麦穗，金黄色光泽甚至有点晃眼。村庄到处
散发着麦子成熟的味道，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这是
麦子的高光时刻，更是农家的幸福光阴。

我的父母是工人，家里没有田地。每逢农忙
假期，兄弟姐妹无事可干的，只能像作家张洁在

《拾麦穗》中描写的那样，“歪歪咧咧地提着篮子，
跟在大人后面拾麦穗”。

父亲是半个文化人，大约觉得拾麦穗并不能
让我们体会稼穑之苦，于是亲自组织了一场收麦
体验活动。那天我们兴高采烈走向麦地，穿了长
裤，戴了草帽，背着水壶，像是要赴一场盛宴。待
我们扑进麦地欢呼雀跃时，麦田主人脸色漆黑。
镰刀好像并不听话，左右挥动也是徒劳。我们只
好放弃割麦，跟在别人身后抱麦。一大捆麦子抱
在怀里，几乎看不到脚尖，麦芒刺在脸上又痒又
痛，日头火辣辣地晒，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却找
不到可以休息的地方。傍晚回到家时，已经瘫软
如泥，感觉耗尽了一生力气。

第二天，父亲要求我们在餐桌上诵读白居易
的《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
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
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
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首诗以前也曾读过多
次，但那天读来竟有一种不同的况味，除了对农家
艰辛的感同身受，更多是一种敬重与钦佩。

拾来的麦穗在房檐上晒干，用棒槌砸去颖壳
麦芒，留下一小堆新麦粒。新麦太少不够磨面，母
亲用石臼舂皮。舂去皮的新麦我们叫麦仁，白白
胖胖的用来煮粥再好不过。煮粥时，父亲照例嘱
咐一句：“别放碱。”隔着氤氲的灶台，母亲回复一
句：“知道，不破坏营养。”我们家的麦仁粥只有麦
仁和水，其余一概不加，为的是吃到新麦的纯正滋
味。热腾腾的新麦粥，一口下去滑腻细嫩、软糯香
甜，舌尖上布满麦仁的天然之香。

颗粒归仓后，就到了穰穰满家之时，家家户户
饭桌上迎来了新麦的滋味。新麦磨的面粉自有一
股特别的香味，蒸的馒头、擀的面条、烙的锅盔、压
的饸络、包的饺子，乃至一碗白面汤，无不散发出
独有的味道。各种麦香弥漫开来，伴随着袅袅炊
烟在小镇上空盘旋，久久不散；细细地嗅，是那样
甜，那样香，那样醇。

新麦的滋味就这样留在味蕾，天长地久，继而
藏在心底，山高水长。

人才是第一资源。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巾帼人才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更广阔的新舞台。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广
袤的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巾帼新农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她们中既有科技人才，也有经营人才；既有产业带头人，也有
文化传播者；既有管理“领头雁”，也有生产开拓者。她们带着新技术、怀揣乡村振兴理想，学以致用，服务农民；她们带
着新观念新视野，下农田，钻山林，进大棚，活跃在乡村产业发展、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的路上。她们在乡野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在农业领域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乡村振兴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乡村振兴版即日起推出“巾帼兴农人”系列栏目，深入挖掘在科技兴农、产业兴农、乡村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等方
面的巾帼新农人典型，展现新时代女性扎根农村、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激励更多优秀女性投身农业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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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 吴敏

“我最大的愿望，是把科技论文写在大
地上，把科技成果装进农民的口袋里。”罗
其花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这位扎
根深山两脚沾满泥土的博士，是北京密云养
蜂事业领头人、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蜂业管理
站站长。

走出大山又扎根山区

1982年，罗其花出生在贵州大山深处的
农村。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目之所及都是望
不到边的大山。2001年，她考上福建农林大

学，四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农业科
学院特种经济动物饲养专业硕博连读。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2011年，罗其花凭借亮眼的科研成绩从

中国农科院博士毕业，她没有选择别人眼中
的锦绣前程，放弃国外科研机构的邀请和国
内科研院所的工作机会，转身来到了京郊密
云的大山里扎根。

做出这个选择，要归因于她读博士二年
级时经历的一件事。那天，京郊的一位养蜂
人辗转换乘公交车来到农科院蜜蜂研究所，
拿出一袋已经发臭的蜜蜂找到罗其花，哭着
求救。经验丰富的她一眼便看出那是常见的
寄生虫病，心里暗自思忖，这么常见的病，防
治技术早已非常成熟，郊区蜂农养蜂却还要
跑到百里之外来求救。

那一刻，罗其花恨不能马上赶到那个养
蜂场，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
正是这件事，让罗其花对自己未来的就业取
向逐渐清晰。

“我们这些掌握了中国蜜蜂领域最前沿
科技的博士搞科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个
农学博士，如果不能学以致用，不去农村解决
实际问题，不能造福一方，那我们的价值何
在？”作为北京市养蜂产业唯一的女博士，罗
其花就这样来到密云，一头扎进大山深处的

“甜蜜事业”。

育种路上孜孜以求

2012年，密云区成立蜂业管理站，主要
服务于蜂农，推广蜂业新技术以及新品种。
面对当时养蜂业存在的问题，罗其花意识到，

“优良蜂种是优质、高产、高效养蜂业的基础，
也是规模化养蜂的先决条件”。为了选育适
合本地区的优良种源，她提议在自然和生态
条件得天独厚的锥峰山林场筹建一个蜜蜂育
种中心。

2014年，在她的积极推动下，育种中心
很快投入运营，自此罗其花便踏上了到大山
深处育良种的艰难之路。“因为我们要在蜜蜂
还没有出巢之前就完成一些工作，所以基本
是迎着朝阳去，披星戴月回。遇到天气不好
时，蜜蜂也有脾气，我一天能被蜇几十针，脸
上身上布满了又红又肿的包，钻心地疼。”罗
其花说。

那时，她经常在天黑之后一个人走在寂
静而黑黢黢的山里，有时罗其花会问自己，为
什么要到这深山老峪里自讨苦吃？但转念又
想：作为一名农学博士，自己的用武之地不正
是在这崇山峻岭间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的辛苦付
出，罗其花终于在锥峰山林场的蜜蜂育种中

心选育出了适合本地饲养的两个高产蜂种。
身体上的劳累与辛苦没有阻挡罗其花的

脚步，最让她苦恼的是新技术成果不能及时得
到推广和应用。蜂蜜高产技术成果出来后，她
欣喜地找到穆家峪镇的蜂农刘云中，可让她始
料未及的是碰了一鼻子灰。刘云中是一位有
着40多年养蜂经验的老蜂农，传统养蜂技术
在他脑中根深蒂固，面对罗其花带来的新技
术，他一脸质疑：“这技术能行吗？”

面对蜂农的质疑，罗其花并没有气馁，她
一次次上门和刘云中及其儿子刘金良沟通讲
解。这对蜂农父子终于被她的真诚打动，答
应拿出一群蜂供她做新技术示范，经过两年
试验，蜂蜜产量翻倍！

科研的梦想就是富民增收

养蜂最终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有
经济收入。十几年来，罗其花和她的团队一
直秉承和践行这一宗旨。

为了增加蜂农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保障蜂
农养蜂增收，2014年开始，罗其花在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的支持下，和团队反复实验，率先在
全国推出“蜂业气象指数保险”，实现了蜂农

“旱涝保收”，有效推动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年来，罗其花团队累计推广成熟高产

蜜王、浆王、胶王2万余只，王台8万余个，幼
虫若干，密云区良种覆盖率达90%，全区蜂蜜
产量提高20%以上，实现年增收近400万元，
每年直接为蜂农节约农资200余万元。罗其
花也被蜂农们亲切地称为“花博士”。

刘金良说：“在我们眼中，花博士是一位
想干事也能干事的人，她总是想蜂农所想，急
蜂农所急，蜂农遇到什么问题她会第一时间
帮大家解决。”

11年前，罗其花初到密云时，当地只有
600多户养蜂，如今已经有2100多农户以蜜
为业，建成了集蜜蜂种业、蜜蜂养殖、蜂产品
深加工、蜜蜂授粉、蜜蜂文化和蜜蜂旅游等为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发展蜂产业，密云
水库一级保护区199户退耕禁养的农民实现
转移就业，全区362户低收入农户实现养蜂
脱低致富。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这些年我结识了
许多蜂农朋友，在他们的需求中我看到了科
研的真正价值。如今密云的蜂产业规模已达
到12.35万群，占全市45.2%，蜂产品原料产
值达到1.4亿，居全市之首。这让我明白广阔
的农村才是科技人员施展才能的沃土。”罗其
花告诉记者。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荣志晴

水泥地面干净平整，一方小菜地里种
了绿叶菜，石榴树上挂满红彤彤的果子，
树下砖块围起来的小草坪绿意盎然，一盆
盆形状各异、香味浓郁的花卉有序地摆放
在院子里……这里，就是河北省邯郸市峰
峰矿区新坡镇前朴子村孙新云的家。

前朴子村是邯郸市创建美丽庭院示
范重点村之一。今年初，为全面提升乡村
人居环境，邯郸市决定创建60个成方连
片、基础设施健全、环境整洁优美、家容家
貌良好、庭院生态宜居的示范创建重点
村。同时，由重点村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打造以点带面、连点成线、连线成片的美
丽庭院示范片区。

扮靓小院子，生活大提升

“我家的房子建了50多年了，是村里
最早盖起来的。”孙新云告诉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以前院子光秃秃、空荡荡
的，虽然打扫得干净，但总感觉缺点什
么。”今年52岁的孙新云养育了两个孩
子，孩子们在外地工作和上学，丈夫也常
年在外务工。平时，只有她一个人守着这
方老院子。

为了让庭院美起来，孙新云和家人商
量，把家里面积不算小的院子利用好。就
这样，她和丈夫一起开垦了一片小菜地，种
了葱、白菜、生菜、香菜、苦菊……能做到自
给自足，基本不用外出买青菜。孙新云还
养了不少花，长寿花、凤尾竹、天竺葵……
品种太多，她自己都数不过来。

一方菜地，一片花园，让老院焕发了
新的生机。“每天早晨推开门，看到满园的
绿色，心情特别好。”孙新云笑着说道。

孙新云的家成了街坊们经常串门的
地方。谁想养花装扮自家庭院，就来找她

要株苗或折根枝。孙新云也乐意分享养
花的知识。她说：“因为养花种菜，和邻居
走动多了，邻里关系也比之前和睦了。”

如今，像孙新云家这样整洁美丽的庭
院，在邯郸市各县（市、区）美丽庭院示范
重点村随处可见。

邯郸市妇联主席张爱军告诉记者：“截
至今年10月份，邯郸市60个美丽庭院示范
重点村内，已100%完成洁净庭院创建，还
打造了1.88万个美丽庭院、7843个精品庭
院。乡村环境变得越来越宜居、美丽，更加
激发了乡亲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

“五美”树标准，“人美”是核心

据了解，美丽庭院示范重点村的创建
标准为“五美”“三院”。“五美”即人美、院
美、室美、厨厕美、村庄美。“三院”分别是洁
净庭院、美丽庭院、精品庭院。洁净庭院，
房前屋后、室内室外卫生清洁彻底，家居环
境实现根本改观；美丽庭院，在洁净庭院基
础上，符合“五美”要求，在庭院绿化美化、
家教家风传承、绿色生活方式、庭院经济发
展等方面特色明显；精品庭院，在美丽庭院
基础上，突出“人美”核心，传承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今年，曲周县安寨镇前衙村村民关翠
娟家被授予精品庭院称号，大家称她的院
子为藤编小园。走进关翠娟家的院子，只
见装扮虽不多，却干净整齐，物品摆放有
序。最显眼的，要数她自己用藤条编织的
各式椅子和茶几，样式新奇，手艺精巧。

“我和藤椅厂有合作，他们把藤条拉过来，
我负责编织，藤椅厂负责收购。”关翠娟对
记者说。曲周县妇联主席王彩红告诉记
者：“藤编小园之所以被评定为精品庭院，
除满足‘五美’条件外，还着重展现了‘人
美’核心。”原来，关翠娟的父亲自2003年
不幸瘫痪后，19年来，已出嫁的她一直留
在家中与母亲一起悉心照顾卧床的父亲。

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关翠娟在
村委和村妇联的帮助下，在自家的院子里
建起了藤椅厂在村里的编织代理点。现
在的她不仅自己学会了手工编织藤椅，还
带动全村40多名妇女劳动力，一起通过
自己的双手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人均每
年增收1.3万~1.5万元，实现了庭院整洁
与农户增收双赢。

像关翠娟家这样的特色庭院还有很
多，如峰峰矿区的“香醋小院”“艺术小院”

“筑梦小院”“田园小院”、曲周县河南疃镇
张庄村的美丽庭院示范一条街……这些
特色庭院注重挖掘老百姓的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绿色生活理念等内容，以小“院”
景，展现乡村文明新风尚。

多重驱动，助力乡村振兴

为了调动村民积极性，扩大参与度，
曲周县建立了“美丽庭院绿币超市”，通过
量化赋分、积分兑换激励群众打造美丽庭
院。“在绿币超市里，提供如毛
巾、雨伞、清洁球、米、面、油等
生活必需品及日用品，只要报
名参与就可以获得积分，达到
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兑换礼品。”
王彩红说，这种激励机制成效
显著，村民们都踊跃参与美丽
庭院创建中来。

“加强驻村帮扶，将重点
村全域示范创建作为乡村振兴
驻村帮扶工作的重要内容，与
乡村振兴工作同步推进；加强
岗村联动，发挥省、市、县巾帼
文明岗、青年文明号等先锋岗
作用……”磁县妇联主席苗蔚
向记者介绍道，“磁县‘美丽庭
院’示范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
向全县机关干部发出倡议，启
动‘万名干部齐创建，万家庭院

比比看’活动，将人居环境提升和助力乡村
振兴落到实处。”

志愿服务美庭院，小院课堂来帮忙。
针对村民们在参与美丽庭院创建、打造干
净整洁庭院时遇到的种种问题，邯郸市将
知识培训讲座办到村民们的院子里。“我
们发动志愿者，通过小院课堂，开办‘整理
收纳学起来’‘垃圾分类做起来’‘家庭关系
暖起来’等课程，指导家庭开展清理庭院杂
物、消灭卫生死角、整治环境等活动。”峰峰
矿区妇联主席周君告诉记者。

此外，邯郸市各县（市、区）还大力开展
“美丽庭院我做主”主题宣传和“万户美庭
院风采展”活动，通过美丽庭院观摩、美丽
庭院微信接力“晒”、云端展播等活动，在提
高全域示范创建知晓率和参与度的同时，
激发群众自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庭
院的主动性和荣誉感，让老百姓讲述自己
家创建美丽庭院的故事，从而进一步巩固
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成果。

“一个农学博士，如果不
能学以致用，不去农村解决
实际问题，不能造福一方，那
我们的价值何在？”扎根深山
两脚沾满泥土，她是蜂农眼中

“想干事也能干事的人”；11
年育种、推广应用孜孜以求，
她从蜂农的需求中看到科研
的真正价值——

人美、院美、室美、厨厕美、村庄美“五美”俱美，庭院绿化美化、家教家风传承、绿色生活方式、庭院经济发展特
色鲜明，河北省邯郸市多重驱动创建美丽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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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曲周镇黄庄村闫会民的美
丽庭院。 受访者供图

绿色乡村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