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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市白领到新农人，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建立新“农商模式”，将新技
术、新理念带回家乡，带动农户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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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冰洁

一转眼，我已驻村一年多
了。蹬着一辆自行车，第一周
马不停蹄骑遍6个自然村，第
一个月遍访脱贫户，如今到家
家户户都能坐下来“蹭饭”聊半
晌。自行车胎磨损换了三次
后，我完成了在基层从“身到”
至“心到”的蜕变。

从“定点”到“连线”。村后
有山相连，形似骏马，骥马村是
阳朔县现存历史最久的古村落
之一。青山下，青砖、黛瓦、马
头墙、红灯笼……映衬着不远
处漓江的波光粼粼，宛如画中
游。可是，到村工作可不是赏
景游玩，很快，村干部便约我去
走访：“下午我们去铁岭脱贫户
家，你知道路吗？”我仗着之前
骑车跑过一圈，便信心满满地
答复“没问题”。可到了约定时
间，村干部打电话来催，我才了
解到，这家的老人与儿子分了
家，各住在老村与新村，截然不
同的两个方向。等我气喘吁吁
赶到脱贫户所在的新村，大家
已快谈完了。我红着脸，搬着
小板凳躲到他们身后坐下。村
干部安慰道：“刚来不熟悉路，
多走几遍就好了。”看起来是迟
到的小事，却让我顿悟：要干好村里工作，
熟悉村里的人和事，须先从熟悉村里的路
开始。于是我开始以村委会为“定点”，勾
连以自然村中心道路相连、块状分布的“村
情地图”。

从“碎片”到“拼图”。借着县里开展房
屋登记和乡镇自建房排查的机会，我列好
了脱贫户、五保户以及其他重点人员名单，
跟着驻村工作队员对卫星地图进行描摹，
细化到村间小道、特色民宿以及地标草木，
定位好各户位置，逐户比对，形成了地图的
初稿。由于第一次遍访脱贫户时对整个村
情不够熟悉，得到的都是碎片化信息，我便
在值班间隙拿着地图初稿和遍访收集的材
料跟村干部们一起梳理，对村里重点人员
的家庭情况有了整体性把握，做到心中有
数、脚下有路。

从“平面图”到“立体图”。到村任职只
画平面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一次次
入户中刻画出村情“立体图”。随着疫情防
控、乡土人才遍访、群众安全感大调查、防
汛宣传、液化气排查及养老医保宣传等入
户工作的开展，我也习惯了一户户“微访
谈”。脸不红心不跳，与村民坐下话家常、
聊心事，力所能及地帮村民解决小事。随
着地图越画越细，再见到熟悉的身影，我会
多问几句：“老乡，上次的事情解决了吗？”

“您的腰，去看了吗？”“村医已联系订药了，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看着村民们问题解决
后的笑脸，听着大家对我由生疏到亲热的
招呼，我脑海中的“立体图”更加清晰，为民
服务的心愈发坚定。

寒来暑往，我见证了饮水工程从表决
到落地、两个自然村污水处理池建成，也见
证了村民生活一个个可喜的变化。由纸面
上的图，到心中的“村情图”，在马不停蹄挥
洒汗水奉献青春的过程中，我一步一个脚
印，走出了属于我的乡村印记。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
县阳朔镇骥马村党总支书记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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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冬日午后，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
的一处果园，陈静正在为村民开展梨树
剪枝培训。这种现场教学的方式实践
性和互动性很强，如今正受到越来越多
当地村民的欢迎。

陈静是北京安定贾尚种植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5年，告别都市白领生
活，陈静回乡创业，在不断学习、实践
中，从一名农业小白成长为当地小有名
气的新农人。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建立
新“农商模式”，陈静将新技术、新理念
带回家乡，带动周边农户全面实现增
收。

在传统“苦行业”品尝创新的甜

和如今生意蒸蒸日上、日子红红火
火的境况不同，陈静刚回乡创业时，身
边满是不解的声音，“一个中央财经大
学毕业的高才生，怎么做起农民了”“好
不容易靠读书走出农村，现在又要回
来”“在办公室做白领多好，回来种地图
什么”……

陈静倒是很坦然，“上完大学找到
稳定的工作，当然是很知足的。但是跟
周围的农民聊天沟通，发现当地的一些
产品出现了滞销的情况，当时就想回到
农村，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帮助农户，一
起寻找农产品应有的价值。”作为在农
村长大的孩子，她深知产品滞销对农户
们的影响有多大。

扎根乡村之后，陈静发现做好农业
远没有自己想得那么简单。修剪、拉
枝、授粉、喷药、施肥，这些环节看似平
常，但不懂种植的陈静一时之间难以下
手。

为了尽快掌握技术，陈静积极向当
地种植大户、乡土专家请教学习，还自
掏腰包前往农业发达的省市参观考
察。在密集的培训学习中，陈静不仅掌

握了多种果树的种植流程，还碰撞出了
很多新的思路。

“刚开始觉得农业不仅特别辛苦，
而且不可抗力因素太多，一度也打过退
堂鼓。”陈静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经过培训和学习，她发现传统的苦
行业也能尝到创新的甜，“在种植方面，
用新科技赋能；在经营方面，利用网络
把年轻人的新思维和目前流行的新做
法加进去。这样一来，我觉得做农业也
可以很有趣。”

在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中，陈静先
后引进“彩虹梨”“雪青梨”等15个梨新
品种，“桑提娜”“含香”等12个樱桃新
品种。在种植方面，她引进温室樱桃技
术，创新采用高效密植、节水微喷等8
项集约化创新技术，并采用全部智能化
管理，一部手机可控制7000平方米大
棚，成为京南第一家智能温室樱桃基
地。每年4月份樱桃可上市，温室樱桃
卖到120元一斤，成功抢占市场，实现
了每年9个月的运营周期，大大增加了
客流量。此外，她引进的高效密植技术
亩产能达到12000斤，比传统种植增收
两倍以上。

果树丰收后，陈静把目光定格在衍
生产品制作和品牌打造方面，创立自家
的梨王品牌，建立梨王文化馆，研发出
梨汁、棒棒糖、雪梨糕等特色产品，大大
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新“农商模式”带领乡亲致富

“发挥自身优势，带领乡亲们一起
致富”，是陈静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最
大心愿。为此，她通过联农代理模式将
当地112户股农纳入合作社进行统一
管理，为农户搭建销售平台，将周边地
区的各类果蔬、农副产品整合形成规模
化、综合化、优质化的产品供给链，与农
户形成利益连接机制。

“合作社对检测合格的农产品以高

于市场价30%的价格进行收购，解决农
产品滞销问题。”陈静介绍，“同时我们
开发网上销售平台，借助直播、社交电
商等方式，拓宽交易渠道。”2020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冬储梨单价下降、
销售期延长，为减少损失，合作社及时
转型，从朋友圈销售转变为与销售平台
合作、发展代理等模式，仅两个月帮助
农户销售46万斤梨，解决了果农的燃
眉之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陈静更
注重为果农提供多层次的帮扶，每年聘
请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的
研究员任基地长驻专家，对农户进行免
费培训。果农不仅学习新技术、认识新
品种，还学习文明礼仪、游客接待技
巧。在她的影响下，很多农户从原先单
一的种植生产转变为“农业休闲、乡村
旅游”思路，收入比原来增加3至5倍。

“原来，客户来了，采摘完就走；现
在，我们把科普加进来，请专业老师帮
我们做课程研发。让孩子们在采摘游
玩的同时，也可以学到科普知识。”据陈
静介绍，2020年，果园全年客流量5.3
万人，开发的“果树成长我成长”科普教
育吸引了2.3万人。

陈静还通过合作社资源将游客引
流至其他果农园区采摘，果园每亩地的
收益翻番。“游客来了，果农变商户；游
客走了，果农是农民。”陈静向记者介绍
她的新“农商模式”，“转变农户们的理
念，实现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的融合，以此提高收入。随着产销
对接模式的逐步成熟，各类果蔬的产量
也有了稳步提高。”

在此基础上，陈静再接再厉，鼓励
果农积极开辟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形成
新品研发、观光采摘、科普教育等融合
发展的新路子。很多农户在她的影响
下，逐渐转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思路，
不少留守妇女也被吸纳到她的合作社
工作。

“之前在家照顾孩子，没有时间外
出打工。陈经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
以不耽误接送孩子上学，而且还能挣零
花钱的机会。”安定镇西白塔村村民赵
晓美感激地说。

近三年来，陈静通过“合作社+农
户+互联网”模式帮扶农户168户，每户
增收23000元，带动周边就业80人以
上，她因此获得全国第三批创新创业优
秀带头人、全国巾帼新农人等荣誉称号。

新农人新在哪儿？陈静认为，和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种植业不同，新农
人要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这对我
们来说要求其实很高，但这份事业可以
帮助、带动更多人，我觉得很自豪。”陈
静告诉记者，未来，她将继续对传统农
业进行科技赋能，用新思维为农业发展
不断注入新动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初冬的午后，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曲
家庄村，只见以中式小楼为主的民居分
布在主干道两旁，房屋整齐、庭院美丽、
道路干净，村内老年活动中心、残疾之
家、妇女之家及相关康乐设施所在之处
人来人往，村民根据自己的兴趣在这里
休闲娱乐。

近年来，曲家庄村在历城区妇联的
带领下，积极围绕“庭院美、生活富、家风
好”的目标，开展“争创出彩人家、共建美
丽乡村”活动，打通党联系妇女、服务妇
女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从“管理”到

“治理”，再到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全民
“共治”的转变。

阵地引领助宣传，出彩文化绘锦绣

在村委文化广场的LED电子屏幕上，
滚动播放着“出彩人家”创建的宣传片。

“这是曲家庄村先后投入70多万
元，以‘古韵山水画 大美曲家庄’为创建
主题，打造出彩一条街，用于展示村里的
优良家风、民风民俗。村里还投资了10
万元改扩妇女之家，建成了300余平方
米的各类活动室，方便开展思想政策宣
传和相关技能培训活动，助力‘出彩曲
家’建设。”曲家庄村村主任、妇联主席王
晓庆介绍说。

除此之外，曲家庄村还创建了出彩
超市，示范户可以通过相应的积分兑换
便民物品，同时对出彩示范户实行一月
一考核，一季度一积分兑换，形成人人创
出彩的浓厚氛围。

探索振兴新途径，出彩致富促共赢

“老百姓一年下来都不用去地头，照
样迎丰收。”村民李多荣说，“村里从志愿
者服务队里选了3名懂农业、够热心、爱
服务的队员，参与到每年农忙时节的播
种、机械化施肥等农耕环节。”

生活富是“出彩人家”的硬指标，为
此，曲家庄村村“两委”积极探索乡村产
业振兴新路子，主导推行新型试验田代
管制，引入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以“党
建+合作社”的方式开展统一代管土地、
集合闲散场地租赁经营和粮食深加工的
三种合作社经营模式，创建了本村农业
品牌——“磨上花开”，着力发展优质、绿
色、精品面粉精细化加工，同时发挥边际
效应，打造高附加值农产品，探索无公害
绿色种植——统一销售——为村民分红
的经营发展模式，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
增加了村民收入，又实现了绿色农产品
从农田到餐桌的“一步到位”。

巾帼带头树典型，出彩创建有特色

赵明喜曾因丧母丧女之痛而一蹶不振，通过参与出彩
创建活动，涅槃重生的她作为“出彩人家”示范户典型，如今
成为拥有一家奶站的微商能手。她说：“多亏了妇联开展的

‘出彩人家’创建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曲家庄村通过开展“看庭院洁净美丽”“看居室干净整

洁”“看家风文明”的评比活动，开展户户自评、小组互评、村
妇联综合评的评选机制，选树创建先进典型，发挥模范引领
作用，带动全村120户成为“出彩人家”示范户。此外，还组
织创建户外出参观取经，汲取先进经验；牵手家政机构对村
民家庭收纳、庭院整理进行培训，提升村民家庭生活水平；
积极开办电商、微商创业培训，帮助妇女创业增收。

历城区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曲家庄村是全区“出彩人
家”创建的代表。目前，全区共创建示范户1.5万户，下一
步，历城区妇联将不断带领全区广大妇女探索新思路，寻求
新突破，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巾帼力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为增强脱贫妇女内生发展动
力，近年来，内蒙古卓资县与北京
市朝阳区在开展京蒙协作过程
中，持续关注易地搬迁群众后续
产业扶持，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成立“梨花绣”乡土车间，
让因年龄或身体状况无法参加公
益性岗位的弱劳力妇女发挥自身
价值，实现家门口就业。

据介绍，在京蒙协作朝阳区

挂职团队的深入挖掘和大力扶持
下，“梨花绣”乡土车间积极探寻
创新之路，从鞋垫、香囊、挂件到
床旗等家居婚庆用品，不断丰富
延伸产品种类。近年来，京蒙协
作朝阳区挂职团队先后为车间提
供了10万元的资金、订单支持，
并购置专业设备，解决车间手工
画图效率低的实际困难。同时，
积极联系北京著名“京绣”师傅，
委托朝阳区“巧娘协会”，举办多
场“京蒙绣”视频技术交流会。聘

请北京资深设计师精心设计图
样，在“梨花绣”中不断融入地域
特色及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随着绣品品质的不断提升，
“梨花绣”产品逐渐受到各地消费
者的喜爱，甚至有海外顾客在线
上订购。目前，“梨花绣”乡土车
间已带动易地搬迁社区80余名
弱劳力实现就业，年收益可达15
万元。小小的“指尖技艺”成为带
动搬迁群众就业增收的产业。
（图片由卓资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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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绣”乡土车间的绣娘们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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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车间建到家门口
京蒙协作关注易地搬迁群众后续产业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