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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新农人巾帼 三农服务服务
返乡创业、直播助农，夫妻携手打造现代高效农业园区——

“既然要做，就做好做大做强”

李萌：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发光发热

发展产业化运作模式，玉米皮化身“艺术品”——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 赵妍 李斌

在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大营子乡东升村
的一户庭院内，村民刘玉英正在制作玉米皮
贴画，一张张不起眼的玉米皮在她手中穿插
飞舞，化身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吃穿不愁、医疗有保
障，闲时在家做玉米皮贴画，丰富业余生活的
同时，还能有不错的收益！”刘玉英高兴地说。

助力乡村妇女灵活就业

玉米皮手工艺品是林西县重点文创产
业，也是县妇联大力推广的促进妇女就业特
色项目。玉米皮粘贴画是以玉米皮为主要
原材料，搭配桦树皮、树枝、羽毛、五谷等材
料，根据原料自身纹理特点和天然色调，经
过选材、熨烫、防腐、剪刻、粘贴、护膜、装裱

等复杂工序，最终制作成湿而不卷、燥而不
裂的玉米皮粘贴画，呈现出自然、古朴、精美
的效果，适合居家、办公场所悬挂装饰，深受
市场欢迎。

代云平是大井镇中兴村一名普通的农村
妇女，也是镇里玉米皮手工艺品编织的技术
骨干。“我妈自从学会了玉米皮编织，就停不
下来了，只要一有空闲就编，有时候晚上编到
十一二点。”代云平的女儿对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说。“我从小就爱好这个，听说镇里妇
联有玉米皮编织培训，我非常高兴，以前农闲
时候就在家待着，现在好了，在家编织既不耽
误家里的零活还能挣钱，从年初到现在，已经
卖了近一万块钱了。这两天又有几个定做玉
米皮拖鞋和颈椎枕的，我得赶紧忙！”代云平
乐呵呵地说。

侯占云是代云平的邻居，自己和老伴身
体不好，无法出去务工挣钱。在代云平的带
动下，她也加入玉米皮手工艺品编织队伍，二
人经常在一起切磋编织技术。侯占云说：“我
岁数大了，干不了重活儿，玉米皮编织在家坐
着就能编，太适合我了。”侯占云编织的汽车
坐垫和颈椎枕表面平滑、做工精细，深受消费
者喜爱，很多人都特意到家里来订购。“以前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大岁数还能学一门挣
钱的手艺，我还得靠着这个手艺致富呢！”侯
占云乐得合不拢嘴。

打造“一条龙”式产业链

记者来到新城子镇海棠湖村乡土人才培
训基地，一张张玉米皮贴画、一个个生动的卡
通形象、一套套玉米皮编织用品映入眼帘。
一旁的培训教室里，一个个精美的作品在村
民们灵巧的双手下孕育而生。“有订单我们就
来这里边学边做，既不会耽误农活，又不影响
干家务，每天收入百八十块钱不成问题。”新
城子镇海棠湖村村民轩辕霞说着，一边熟练

地制作玉米皮手工艺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林西县积极招商引

资，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引领产业发展，采取“企
业＋合作社＋基地＋妇女”的产业化运作模
式，统一购置原材料、统一价格回收、统一外部
包装、统一定价销售，注册商标，走品牌化运作
的路子，在产品销售上采取“线上＋线下”销售
模式。县妇联与林西县梓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搭建了林西县巾帼电商销售平台，实
现玉米皮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近三年，林西县玉米皮文创产品积极发
展“走出去”战略，参加了沿黄九省区“巾帼好
品”展、北京妇博会和吉林长春市农博会，并
促成了林西县新城子镇海棠湖基地与内蒙古
蒙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形成从产品设
计、培训制作到回收销售“一条龙”式产业发
展链条，解决了玉米皮文创产品“创意水平
低、订单不稳定”的发展瓶颈，产品目前依托
电商销售平台卖到了全国各地以及日本、韩
国等国家，三年累计销售额超过400余万元。

目前，林西县玉米皮文创产业已覆盖5
个乡镇、14个行政村，建有玉米皮文创产业
基地8处，合作社11家，玉米皮手工艺产品
达14类60多个品种1.3万余件。累计开展
培训260余期，培训妇女9500余人次，培养
技术骨干300余人，人均增收5000余元。

“我们县妇联积极回应广大妇女在家门
口创业就业方面的需求，因地制宜，将玉米皮
产业与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从
抓培训、建基地、拓市场等三个方面不遗余力
积极发挥‘联’字作用，做好广大妇女的坚强
后盾。目前，林西县玉米皮贴画已经入选自
治区非遗代表性项目，我们将传统文化与现
代工艺相结合，让传统手工业变成增收致富
的大产业，让指尖技艺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引
擎。既然要做，就要做好做大做强，让老百姓
有更多收入。”林西县妇联主席吴婧信心满满
地表示。

■ 张小丽 唐明润 文/图

今年5月30日，是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当日一大早，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中药材专
家刘晨、内江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袁
驰等科技工作者受邀来到位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
区田家镇的长江现代农业园区，参加由东兴区科
协和长江现代农业园区举办的科普示范推广活
动，为田家镇各村的种植大户送“技”上门。

袁驰一行走进水稻田间，结合当地气候特点，
为农民群众讲解水稻科学种植技术及病虫害防治
常识，并发放科普宣传手册。

刘晨则跟随村民走进田家镇粮经复合种植示
范基地，在中药材种植地里手把手演示如何正确
采挖中药材天冬，讲解粗加工要领，演示佛手的修
剪等管护注意事项。

接地气的科普激发了村民浓厚的兴趣，大家
顶着烈日围到田间地头，对照宣传手册，不时提出
问题，刘晨一一耐心作答。

田家镇正觉村5组村民胡甫丽种植天冬一年
有余，尚无采挖经验。她表示当天的科普很有必
要、很实用。

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才浚说，当
前正值水稻营养生长的重要阶段，也是天冬、佛手、积壳等中药
材的管护期，邀请专家现场推广农业技术，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
创新成果推广，助力乡村振兴。

刘晨表示，以科技助农、兴农是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使命。身
为农业科技工作者，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送“技”下乡，服务群众，
备感使命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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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好 方睿

今年以来，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创新衔接资金使用方式，投
入区级衔接资金500万元，通过贷款贴息模式鼓励和撬动社会
资本参与产业链建设，全力提升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持续促进优
势主导产业提质增效。

该区出台《金安区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三年
行动》，高标准建设优质粮食、蔬菜、茶叶、水果、中药材、蚕桑、
油茶、畜禽、水产等9个优势主导产业。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收购、农资农机购买、农产品
加工生产设施建设、仓储及冷链物流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农
业生产关键环节的固定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补助，切实
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有效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把
产业发展的重心由生产端延伸至分级分选、冷链物流、包装储
藏、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等产业链的全过程，集聚产业要素，
推进产业融合，转型升级不断加快。

原则上，区内依法依规注册、登记备案的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四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全部纳入贴息范围。支持扩大规模、提升质效，实现
不同规模主体同步培育、梯次发展。同时，明确经营主体联农
带农富农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务工
就业、订单销售、入股分红等方式，带动广大农户、脱贫户、监
测对象等持续增收。

近日，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上海市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松江区妇女联合会、泗泾镇妇女联合会、车墩镇妇女联合会承办
的2023年度“农村女性智慧课堂”在松江区泗泾镇、车墩镇两地
开讲。

本次活动邀请上海市故事家协会和民间艺术家协会的3位
老师用上海方言生动地讲述接地气又富有深意的小故事。《分段
承包》《传家宝》《不速之客》分别讲述了赡养老人、远离毒品、守
卫家庭安宁等主题故事。“农村女性智慧课堂”项目以生动活泼
的讲故事形式倡导广大妇女争做家庭美德的传承者、社会新风
的倡导者，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充满着欢声笑语，表演得到大家
的一致好评。妇女群众纷纷表示：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小课堂传
递正能量！希望以后能在家门口听到更多这类讲座。

（来源：松江妇联微信公众号）

安徽六安：

500万元贴息贷款靶向发力

2023年“农村女性智慧课堂”开讲
上海松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5月20日，拒马河边的梦乡里河畔农
庄樱桃采摘节开启了。

早晨5点多起床，风风火火的李萌在
樱桃树间穿梭、检视。因为前几天已经在
直播间卖出去二千多张票，李萌预计这个
周末一定是个开门红。为了让游客在农庄
度过愉快的一天，除了体验采摘，她还准备
了“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引进二三十个
适合大人孩子共同参与的“地摊经济”项
目。李萌开玩笑说：“我也来一个‘淄博烧
烤热’。”

7点钟，农庄开门迎客，李萌亲自“上
阵”直播。第一天下来，“成绩单”还真不
错，来了约 8000 名游客，240 亩樱桃园
7000多棵树的樱桃被采摘一空。加上直
播带货，当天销售樱桃1万公斤，销售额
120余万元。

人常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果园丰
收这一天，李萌等了很久。

离乡，打拼

“85后”李萌是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
人，中专毕业后在北京一家电器公司打工
做销售。2008年，她和中学同学张孟研结
婚后决定“自己当老板”。在家人的资助
下，二人在北京一市场租赁了十个摊位准
备搞海鲜批发销售，然而以失败告终。“那
时候年轻，闯劲儿特大，并不了解市场，也
不懂运作。”李萌说。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小夫妻俩并不气
馁，能吃苦的他们“转战”石家庄，跟随哥哥
做电器销售。

“那时候赶上石家庄‘三年大变样’，一
些城中村拆除建成新小区。我和爱人进社
区销售一款速热热水器。”李萌回忆，爱人
骑辆旧电动车，她抱着热水器坐在后边，到

小区挨户推销。
风里来雨里去，二人相互扶持、努力打

拼，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到2016
年，二人已经成为一款热水器河北总代理、
一款净水器石家庄代理，在石家庄有了自
己的办公地和仓库，也买了房和车。

返乡，创业

就在事业做得顺风顺水时，家里出了
状况。“在家里帮着带孩子的公公脑出血，
做了十多个支架。老人、孩子，哪一个也不
能甩手不管，都得负起责任。”2016年，夫
妻俩决定在老家重新开辟“战场”。2017
年，他们在定兴县东落堡镇田侯村盘下
500亩地，种植了240亩以樱桃为主的果
树。李萌说：“本来打算50岁以后回家乡
种树、养鸡，没想到提前啦！”

新的开始并不是“向往的田园生活”，
而是一场艰难的“旅程”。

李萌说：“一天天起早贪黑，挽着裤腿，
穿着雨靴，在地里刨坑、栽苗、浇水，正儿八
经成一个村姑了。”

年轻的小夫妻，不怕吃苦，迎难而上。
但毕竟是“农业小白”，即使这般勇闯“陌生
领域”，夫妻二人也“交了不少学费”。

食指粗的樱桃小苗种下去，一般四五
年就可以挂果。可是2021年，李萌的果园
遭遇了倒春寒。“有一天工人告诉我，咱家
的树长出的芽怎么是黑色的？”李萌和爱人
立即查看情况，然后从易县、涞水、阜平等
地请来樱桃种植专家集体“会诊”。为了挽
救树种，这一年他们又投进去一百万元。

不停地投入，即使最艰难的时期，他们也
从不耽误给在农庄里干活儿的农民发工钱，

“卖房、换车也要给他们开工资，都不容易。”
李萌的农庄常年雇着二三十名妇女，

旺季用工达到六七十人，大都是上了岁数
的人。70多岁的大妈张会枝在农庄干了

多年，每个月能有一份收入，不用张口跟孩
子要，她觉得很知足；50多岁的王秀梅“上
有老下有小”，外出务工不现实，这样守在
家里打工很方便，“老板对我们很好，还给
上保险，这农庄就像我们自己家一样，我们
也很爱护。”

李萌两口子返乡创业的事情，逐渐被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2022年，定兴县纪
委监委发起的“半月谈”活动邀请到了李
萌。这是一场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纾困
解难的恳谈会。李萌头天晚上准备了稿
子，“我提了眼下需要修一条路，以及需要
政府给予资金扶持的建议，没想到很快就
有了回应，现在农庄东边到县城正在修建
一座桥，修成后更便于我的产品运往县
里。”李萌介绍，2022年，镇里也帮着修了
一条二三里地长的乡村路，方便进出农
庄。这两年，在县里一些部门的支持下，李
萌的农场申报了博士农场项目；农业科技
员也走进农庄，帮助解决樱桃树管护上的
难题。“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扶持，让我们的
前行更有了力量。”

直播，助农

2021年，辛辛苦苦种的西瓜出现滞
销，眼看着要烂在地里，心疼之余，李萌决
定试试直播带货。说干就干，早年间做销
售练就了李萌的本领，通过直播，引流采
摘，3亩地一天半卖完，收入也很可观。

“没什么高科技，也没什么团队，就是
我拿着个手机在园子里边走边说，讲自己
的创业经历，讲创建农场，都是家常话。”每
天在田间直播，李萌的粉丝数也在一天天
地往上涨。

2021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李萌刚
直播卖完自家的大白菜，接到了粉丝的电
话，“能不能也帮我卖卖白菜？”第二天，李
萌驱车四十里地赶到了求助的粉丝那

里。“他是天宫寺镇胡家庄村的村民，上有
80岁的母亲，自己也患病，就靠种地为
生。如果白菜不赶紧卖出去，对这家人的
生活一定是雪上加霜。”李萌没做停歇，就
开始线上直播，一天的时间，几亩大白菜
几乎售空。

刚松了一口气，李萌又接到了高碑店
市大道王庄村党支部书记徐杰的求助电
话。原来徐杰带领村民种了一百多亩的
莴笋，因为这次大雪，莴笋棚全部被压
塌。当天晚上，李萌来到几十里外的莴笋
基地看了看情况，第二天就带着爱心团队
来到了莴笋基地，从上午10点播到了下
午3点，销售了十多亩的莴笋，把老百姓
的损失降到了最低。2022年9月，李萌帮
助定兴县贤寓镇百楼村一个粉丝朋友，用
9天的时间将18个大棚的阳光玫瑰葡萄
全部售空。2022 年底，她帮助一名“90
后”返乡创业青年销售黑猪，直播8天几
百头黑猪所剩无几。她还帮助村民们卖
红薯粉条、卖柴鸡蛋……

直播助农为李萌的人生又打开了一扇
窗。帮助过的人送来锦旗，李萌笑着说：

“这没什么，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为别人
撑把伞。”李萌先后荣获定兴新时代好青
年、保定市巾帼建功标兵、保定市优秀志愿
者、保定市巾帼好网民、保定市巾帼新农人
等荣誉称号。去年，李萌当选东落堡乡妇
联兼职副主席。

李萌夫妻扎根农村这片沃土，积极投
身乡村振兴主战场，相互扶持，合作默契。
爱人负责果园管护打理，李萌负责销售。
说起未来的发展，李萌描画着蓝图，“农庄
力争打造成一年四季可赏花摘果，集特色
种植、观光采摘、农耕研学为主题的现代高
效农业园区。”她表示，今后将继续努力，发
展好自己的事业，扶持带动更多的农民，为
家乡发展贡献力量。“农村天地大有可为，
希望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我们的团队中来。”

李萌把直播间开在田间地头。 在直播间介绍自家农场生产的农副产品。 做道路喷洒，降灰尘。 受访者供图

林西县大井镇东方红村妇女在制作花样。 林西县妇联供图
社区妇女干部，农村妇女、家庭代表

等500余人参加活动。

刘晨（右一）向农户演示佛手的修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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