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我们继续开拓养蜂产业，
将科技成果装进农民的口袋。这一年，我
们新增了蜜蜂授粉服务，为蜂农开辟了新
的增收渠道，从卖蜜到授粉，蜂农能获得
双份收入。同时，种植户们用更低的成本
获得授粉服务，收获高质量的绿色有机果
实。此外，经过几年的研发，2022年我们
成功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化
熊蜂，打开了熊蜂授粉的市场，使这项技
术不再受制于人。”

罗其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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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生在贵州大山深处的她，先后考上福建农
林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种经济动物饲
养专业硕博连读。2011年，罗其花凭借
亮眼的科研成绩博士毕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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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两脚沾满泥土的博士最大的愿望，就
是把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技成果装
进农民的口袋里。

养蜂最终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实惠，
获得经济收入。十几年来，罗其花和她的
团队一直秉承和践行这一宗旨。数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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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罗其花最大
的收获是新增了授粉服务，为蜂农开辟了
增收的新渠道，“蜜蜂产完蜂蜜后，到了九
十月份，还可以将这些蜜蜂卖出去为种植
户提供授粉服务，每箱蜜蜂能增收400多
元。”罗其花告诉记者，在密云区，有5家合
作社加入授粉服务队，他们不仅将蜜蜂卖
给种植户，还提供配套的授粉服务，打消
种植户们不会操作的后顾之忧。2022年，
授粉服务刚刚推向市场，6000箱蜜蜂就被
抢购一空，当地蜂农增收240多万元。对
于种植户来说，采用蜜蜂授粉不仅降低了
成本，还能得到更加自然有机的农产品。

在关注授粉的过程中，罗其花发现，
不同的作物花瓣形态各异，需要的授粉蜂
也不一样，西红柿、辣椒、茄子等菜类植物
的花瓣较深，需要熊蜂来授粉。罗其花团
队用国内的种群繁殖，经过不断驯化，
2022年，终于培养出自主知识产权的本
土化熊蜂，将2000多群熊蜂首次推向授
粉市场。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大力支
持下，2022年，有463户农户通过在线平
台下单采购密云的蜜蜂进行授粉。

“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把养蜂产业继续做大做强。”提及新
一年的目标，罗其花信心满满。她告诉记
者，熊蜂授粉是密云养蜂产业链上新兴的
业务，相信通过时间的检验，会有更多农
户购买蜜蜂授粉服务，让更多蜂农实现致
富增收。如今，密云的蜂产业规模已达到
12.35万群，占全市45.2%，居全市之首。

“2022 年是我的事业飞速发展的一
年，辛苦地付出，同时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一年，我在直播间的销售额突破 3 亿
元，仅发货业务就直接带动200多名留守
妇女在家门口就业。此外，我们在福建屏
南、古田、霞浦、政和等产业带累计培训
6000多人，孵化200多名主播，签约60多
名。直播电商的发展推动当地直播业的
发展，我们通过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直播
技能，让农户把手机当成了新农具，实现
农产品自产自播自销。”

田小宇出生于贵州山区，从小的梦想
就是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后来她如愿进
入贵州财经大学读书，认识了家在3000
多里外的丈夫。大学毕业后，夫妻俩决定
一起返回丈夫家乡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
罗沙洋村创业，先后养过竹鼠和鸡，由于
疫情影响，陷入困境，负债累累。

偶然的机会，田小宇开始拍摄短视
频，记录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抖音涨粉
几万粉丝。恰逢疫情期间家里茶树菇的
销售成为难题，田小宇尝试通过直播销售
茶树菇，由此开启直播之路。那一年，家
里的茶树菇外加邻居家的茶树菇都被田
小宇卖完了，同时也卖光了7个乡镇的锥
栗，帮路下乡政府扶贫基地销售水果玉米
9万多元。

2020年，在屏南县政府的支持下，田

小宇成立子归村播孵化园，同时成为抖音
产业带服务商，通过孵化待业青年、宝妈、
农户、退伍军人等素人主播，在抖音直播
渠道开展当地农特产品的线上售卖。

过去一年，村播基地在福建屏南、古
田、霞浦、政和等地繁荣发展，截至目前，
共培训6000多人，孵化200多名主播，签
约60多名，电商直播成为当地农人脱贫致
富的新途径。“直播拓宽了农产品的上行
渠道，实现了电子商务领域新的突破。村
播孵化园的建立，为当地农户增加了就业
机会，提高了收入。”田小宇告诉记者，截
至目前，有331名做直播的农户月收入超
过5000元，还有些农户可以拿到上万元。

通过直播带货引领乡村振兴的“屏南
模式”初见成效，田小宇因此被评为“屏南
县助农大使”。回首过去的一年，她告诉记
者：“产品是我的骄傲，培训的农民朋友们
更是我的骄傲。在福建5年，我早已把这里
当成了第二故乡。看着更多年轻人在乡村
有活儿可干，老人老有所依，孩子有人陪
伴，我觉得自己放弃在大城市打拼、回乡创
业，这一路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

展望2023，田小宇希望自己的直播间
能继续稳扎稳打，实现新突破。新的一年，
孵化园计划将“屏南模式”复制到福建其他
地区，通过本地化团队，实现不低于3亿的
线上产品销售，为不低于2000人提升收
入、创造就业机会，完成自己的“小目标”。

农产品电商主播田小宇：
孵化素人主播 带动农产品销售

蜜蜂博士罗其花：将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2022优秀巾帼新农人盘点

主编 罗文胜 编辑 田梦迪 美编 郭璐骜 责校 王琬 2023年1月13日 星期五发展周刊 CHINA WOMEN’S NEWS6 乡村振兴

“春天播下的种子，在秋天收获果实。
过去一年，我们自主经营的1300亩玉米和
小麦再次获得丰收。回顾2022年，坚持着，
奋斗着，有过笑，有过苦，一直在前行，一直
在努力，只为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过去
父辈种粮，是为了‘吃饱’，如今我们种粮，
还为了‘吃好’，为了保证中国的饭碗装的
是中国的粮食。我们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的
粮食安全贡献了一份微薄之力。”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岳洋农
作物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薛丽娜从小生在
地里、长在地里，骨子里流淌着“农民的基
因”。父亲是位“老农技”，让她早早对种
粮的重要性有了认识。“让农业有所改变，
让农民换个活法”，成为在大学读书时，薛
丽娜经常思考的问题。

2008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薛
丽娜毅然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新型职业农
民。扎根农村14年来，她已成为种粮大
户，合作社已从起步时的几人，逐步壮大
到目前的300余户社员，经营土地1300
余亩，辐射带动本镇5万余亩。从2013
年起，薛丽娜与丈夫投入新品种的培育工
作中，建立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600
亩，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中国农业科学
院、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展
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
广，累计引进示范小麦、玉米新品种400
余个，开展粮食新技术示范15项，集成推
广小麦、玉米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建立小
麦新品种培育基地200亩，已培育拥有自
主产权的小麦新品系200多个。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来自
全国各地的种植能手同台竞技，展示粮食
稳产高产、肥料科学使用、新型农机操作
等生产知识和技能。经过激烈角逐，薛丽
娜脱颖而出，荣获“大国农匠”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种植能手）一等奖。

“端好粮食碗，走上致富路。”薛丽娜
说，对她而言，农业农村是更好的舞台，实
现了象牙塔梦想与振兴乡村的理想连接。

在搞好自身生产经营的同时，她更期
待在推进农业“三化”上作好示范，当好龙
头，追求更大的社会效益。合作社为周边
农户提供了很多社会化服务，先后投资
400多万元购进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
无人飞行植保机等先进机械设备，示范带
动周边推进农业机械化。同时，以低于市
场20%的价格，为本地农民提供从种到
收全程机械化服务，降低劳动强度，让大
家都能切身体会到农业现代化的优越性。

提起新年规划，薛丽娜干劲儿十足。
她表示，新的一年，要继续端牢粮食碗，为
粮食产业化、现代种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她告诉记者，夫妇俩规划建设中的汶
阳田农耕文化研学基地，除了展示农耕文
化，同时建成粮食产业发展中心、现代种
业发展中心，为村民开展田间观摩和培
训，推广粮食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建立
智慧农业展厅，建立作物生长监测等，真
正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
产，推进种业提升。薛丽娜说，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知道“种地”不再等于
没技术、土里土气，在乡村振兴大潮中，现
代农业大有可为。

“对于民宿人来说，2022年既困难又
惊险，受疫情影响，三亚的旅游业数次停
摆，而我也静下心来，默默沉淀。去年 7
月，我有幸参加海南省妇联主办的 2022
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凤凰商学
院创业培训活动，学习如何规划、打造自
己的品牌。此次培训使我受益颇多，迸
发出许多联合妇女姐妹一起发展的新想
法。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大环境一片向
好，我计划扩展自己的民宿，增加房间，
同时发掘更多家乡特色小吃、手工艺品
等，形成产业，带动乡村妇女一起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

朱海莲是小猪民宿上的一名房东，
“70后”的她，生于海南三亚榆林，做过老
师、当过幼儿园园长、开过花店，一次凤凰
古城之旅后，她决定回到故乡——万宁市
和乐镇联丰高龙村开一间民宿，并取名海
角之花。

在凤凰古城旅游时，朱海莲看到沿河
而建的古镇，两岸民居井然有序。她想起
儿时的家乡和父亲说过的话，“咱们这个
小渔村地处偏僻，回乡还要翻山越岭，走
出去不容易，回来更不容易。要想改变乡
村的面貌，只有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出去
见识外面的世界，有了知识和文化，才能
回来改变家乡。”归属感与责任心一起涌
上来，2021年，她回到高龙村，开起了海
角之花民宿。

回乡两年来，朱海莲眼前是家乡实实
在在的变化，大花角的道路变宽，路两侧

种满了紫荆花树，康庄大道修到村户门
口，年久的长途客运换成了舒适崭新的巴
士，游客接踵而至，现在俨然变成了一个
周边游的度假胜地。

接踵而至的游客引发了村里的回乡
潮，朱海莲告诉记者，刚开民宿时，村里人
大多不看好，但慢慢地，游客越来越多，村
里的电瓶车有人租了、鱼虾有人买了，还有
客人去体验打鱼插秧抓螃蟹。看到村里的
发展后，很多在外务工的人都先后回乡，开
民宿、做餐饮、开发旅游项目，连村里的菜
市场、超市和快递站点都扩大经营了。

2022年，朱海莲的民宿虽然效益一
般，但经过一年多的打磨，她收获了满满
的经营和创新的想法，现在的她不仅对
家乡的风土人情了解透彻，对周边的环
境和旅游资源及产品也了如指掌，如今
还招募了更多人参与民宿的管理，以周
边村民为主，“我隐隐地感觉到自己身上
的责任——带动村里剩余劳动力一起做
有意义有趣的事情，既能够充实自己的
生活，又能从中获得收入。”

提起2023年，朱海莲信心满满，她
计划扩建民宿，以满足团建队伍、亲子
游、长租者等不同游客的需求。在经营
上，她不满足于乡村特色体验，还计划和
旅行社合作，通过一日游贯穿最美旅游
公路，租空地作为露营区来丰富游客的
体验。更重要的是，游客为乡村带来了
活力，她希望挖掘更多游客需求，带动村
里的妇女姐妹一起创业就业，为家乡的
发展贡献力量。

“2022 年，辛勤付出换来了满满收
获。这一年，我用无人机为 3000 多亩地
撒肥，为近3万亩地打药，加上其他农机
服务，收入共计20多万元。从接触无人
机开始，我从只会带娃的农村媳妇成长
为用科技种田的高素质农民，这一年，我
的故事两次被央视报道，微博有上千万
网友为我点赞。作为一名女飞手和新农
人，我通过新兴技术提升作业效率，也依
靠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水平。临近岁
末，我订购了载重量更大、使用起来更便
利的第 4 台无人机。新的一年，我将继
续为农户们提供高效优质服务，把农户
的田当作自己的田来管理好。”

李新玲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魏
集镇马王村，是村上第一个“女飞手”，还
是最早尝试用抖音分享飞防日常的“新
潮人”。2018年底，村里的种植大户从
外面雇来无人机给几百亩地打药，李新
玲在自家种的50多亩地上顺势体验了
一把“高科技”。看到这个比玩具大不了
多少的“家伙”干起活儿来如此高效，而
且喷洒药水非常均匀，她动了“也买一
台”的心思。

2019年，李新玲顺利通过考试，拿
到植保无人机操作许可证，她在药剂配
比、障碍点设置、飞行高度设置等方面反
复练习，积累经验。从周边的种植大户
开始，她凭借真诚待人、细心服务打开了
无人机作业市场。

“以前是客户挑我们，如今农户们对
无人机作业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已经
开始选客户了。”李新玲告诉记者，如今
村里的种植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连只有
十几亩地的小户都更愿意选择用无人机
打药施肥。农忙时节，客户们的需求还
是无法被全部满足。

如今，马王村已有十几户家庭配备
了无人机，有些主要供自己使用，也有人
提供作业服务。在竞争市场上，李新玲
丝毫不担心，“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她
告诉记者，“无人机操作虽然不难，但航
线、喷幅的设置都有讲究，每次起飞前也
要细心检查，但凡出现一点疏漏，损伤机
器的同时，农田也会遭殃。”

幸运的是，2022年，李新玲在操作
上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失误，零炸机、零事
故。她觉得这个成果得益于女同志的心
细。每次在起飞之前，自己都要再三确
认，安全后才可以放心起飞。

无人机解放了生产力，而女飞手的
光鲜背后，也有辛苦。李新玲说，最难的
是夏天。天气热、蚊虫多，为了保障喷洒
效果，她常常天刚亮就开工，一直忙碌到
深夜乃至凌晨，哪怕已经全副武装，依旧
被叮得满身是包。

不过比起原来的卖力气、打零工，她
觉得现在的生活真是太美好了，“种地都
是机器播种、无人机打药、收割机收割，
几乎不用人工，提供机器服务还能为家
庭创收。”她感恩于智慧农业的便利，也
庆幸自己的选择和坚持。

去年一年，李新玲仅靠无人机收入
17～18万元，加上拖拉机、播种机等农
机服务，家里的年收入达到20多万元。
这几年，家里先后买了两套商品房，不断
购置新的农机更新换代，刚刚过去的
2022年，李新玲又还了10万元贷款，减
轻了不少压力。

临近岁末，她订购了2023年新款无
人机，新机器的大臂可以折叠，运输起来
更方便，展开后体积更大，载重多了10
公斤。李新玲期待着早日去提新机，在
新年的小麦季大展身手，“争取提升效
率，早回本、早收益”。 本版文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她们，在广袤的田野上播撒希望

“大国农匠”薛丽娜：
为粮食产业化、现代种业发展贡献力量

女飞手李新玲：小飞机飞出致富路

乡村民宿主理人朱海莲：重整旗鼓再出发

▲

朱海莲的民宿提供游客体验插秧等活动。

李新玲操作无人机，喷洒药水。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薛丽娜获得“大国
农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种植能手）一等奖。

罗其花的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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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小宇一家三口。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巾帼新
农人回到家乡，回归田野，走上乡村振兴的舞台中心，她们侍
弄庄稼、经营产业，忙碌在农家院，活跃在直播间，成为建设
家乡的主力军、主心骨、领头羊，在成就出彩人生的同时，为
端牢中国饭碗做贡献，成为乡村振兴的“巾帼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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