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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时评时评
住房条件改善了，就业岗位稳定了，子女教育难题破解了——

肖红娟：轮椅上的“鲜花大姐”

河南洛阳德亭镇：“迁”往新生活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近日，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与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签署战略合
作，联合发起“智慧巾帼”项目，旨在通过基础保
障、创就业支持等多种形式，借助数字化手段，
帮助欠发达地区女性及困境家庭发展。

项目主办方介绍，2023-2024年，系列合
作将为140万人次乡村困难女性增加教育和健
康保障。2023-2025年，为6000名女性提供
就业支持；支持150家女性中小微企业创业，辐
射带动7500名女性就业；资助并赋能一批困境
家庭和儿童服务的公益项目，支持其为1万名
困境家庭和儿童提供紧急救助、陪伴支持等社
会公益服务。

据悉，在用数字技术助力女性发展上，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蚂蚁公益基金会及其公益支
持方蚂蚁集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联合发起的

“加油木兰”女性公益保险项目已经为乡村困难
女性送出了375万份公益保险，探索了一套用
互联网公益保险为困难女性增加保障的创新实
践，并于2021年获得“中华慈善奖”。

“智慧巾帼”项目
多维度支持困难女性

借助数字化手段，从基础保障、就

业支持、多元发展等层面入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崔安琪 文/摄

“从原来的山沟沟到现在的‘金窝窝’，住
房条件改善了，家人工作找到了，孩子的上学
难题也解决了！”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德亭镇德
福苑社区的居民申双利一边干活，一边高兴地
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据介绍，德福苑社区投资9000余万元，建
成安置房15栋4万平方米，安置群众384户
1595人。2018年以来，全国易地搬迁现场会、
河南省易地搬迁现场会先后在这里召开。

住得下

记者跟随申双利，穿过整齐的楼房，来到
她的新家，125平方米，三室两厅，屋内宽敞明
亮，电磁炉、浴霸、微波炉等电器一应俱全。申
双利介绍，住在社区哪里，怎么分配，当时德亭
镇想了一个妙招——抓阄。全程录像监督，抓
到哪户是哪户，完全公平公正。

申双利家墙上贴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家
语、“中华传统美德”字画，旁边是易地搬迁前
后的对比照。申双利感慨万千，“之前我家住
在山沟里，都是土房子，下雨天屋子里又阴又
潮。厨房是拿砖头垒的，用水靠河。孩子上
学，要深一脚浅一脚走很久。还记得有年冬天
下大雪，小孩生病去医院，背着孩子翻好几个
山头，鞋袜都湿透了……”

如今好了，住上新房子，用上自来水，做饭
也用上了新家电。“现在生活好了，我平时还喜
欢养花。”申双利为记者介绍阳台上种植的花
草，眉眼里尽是对新生活的满足。

据悉，每一批群众乔迁新居，社区党支部
都会入户进行培训，既教会群众防火用电等生
活常识，也会挨家挨户宣传政策，鼓励居民尽
快适应新环境。为了丰富搬迁群众的文化生
活，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社区文化活动广场
每月都会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能就业

在易地搬迁点，除了提供丰富的文化生
活，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切实解决群众就业难
题的需求更为迫切。从家步行5分钟，来到一
座灰蓝相间的建筑，这间服装加工厂便是申双
利的工作地。服装加工厂负责人张志强是江
苏人，从事服装产业20余年，因为了解到这里
的政策福利，来到嵩县德福苑社区选址建厂。
嵩县德亭镇组织委员、妇联主席郭艳告诉记
者，许多妇女通过就近在工厂就业，上下班十
分方便。工厂实行弹性打卡制度，便于员工照
顾家庭，子女的成长有了家人陪伴，留守儿童
比例大大下降。

张志强说：“我们就业的门槛不高，只要肯
学习，工厂负责培训技术，不收培训费。”记者
看到，整个车间约50人，一位技术熟练的老员

工，手在缝纫机前快速翻转成花，不一会，一件
衣领便做好了；一位新来的小姑娘在一旁，目
不转睛地盯着机器，在老员工时不时地语言指
引下逐渐上手。

工厂一组小组长荆秋平告诉记者：“我们
每月工资在3000~4000元，足够日常生活开
销。”如今生活没有什么压力，荆秋平感觉身上
的担子快速卸下，爱上了颜色鲜艳的衣服，学
着打扮自己，工作也更有干劲了，“易地搬迁这
个政策真的太好了，解决了就业难题，可以一
边工作一边照顾家。我十分珍惜机会，努力想
把工作做好。”荆秋平说。

嵩县妇联主席王丽娜介绍，目前工厂内均
为女性工人，包括脱贫户、残疾村民、留守老
人。闲置劳动力想挣钱而无门路，服装加工厂
的到来填补了弱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空白，
拓展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满足了她们自己动
手、稳步增收的美好愿望。

据了解，为了实现“人人有业可就”，德亭
镇及早谋划、提前部署，利用德福苑社区场地
开阔、人员集聚等特点，每月收集搬迁群众培
训意愿，结合群众技能培训实际需求，在社区
成立技能培训班，开展长期技能培训，主要围
绕电焊、家政服务、蔬菜制种、食用菌种植等技
能，为社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及时充电”和就
业保障。今年以来，社区培训班已开展技能培
训18期，受惠群众达658人。

“我老公也因为政府的好政策找到了合适
的工作！”申双利露出笑容，她爱人通过社区的
免费技能培训，成功考取了焊工证，在杭州从

事电焊工作，收入可观。

上好学

德福苑社区基本破解了农村留守儿童较
多的难题后，许多适龄劳动力回流，在家门口
就业，但孩子放学接送、陪伴也是困扰广大家
长的突出问题。为此，德亭镇经过广泛调研，
大力推进课后服务，开设“四点半课堂”，为不
能在放学时间准时接孩子的家长提供有温度
的服务。

郭艳向记者介绍：“‘四点半课堂’是完全免
费的，老师均为社区内的志愿者，包括在校教
师、已退休的老师，经过培训后再上岗。课后的
公益辅导帮助填充父母下班前的‘管理真空’，
以减轻上班族家长教育、管理孩子的压力。”

记者了解到，“四点半课堂”全力做好与家
庭的对接、共育工作，采取自主自愿方式报
名。面对孩子们的问题，老师们始终耐心悉心
处理、认真解答。“四点半课堂”管理井然有序，
针对孩子们的个性化培育重点，详细登记所有
报名孩子的信息，包括住址、就读学校、学业水
平、家庭成员情况，依此规划辅导时长和内
容。打卡式运行，学生到校、放学均须签到签
退，并与家长履行交接手续，保障孩子往返途
中的接送安全。

通过易地搬迁工作的有序开展，一批批群
众搬入德福苑社区，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子女
教育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他们逐步适应这
里，主动建设这里，爱上这里……

进入申双利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满墙的奖状，孩子们学习成绩优秀，母亲积
极实行鼓励教育。

德福苑社区的服装加工厂中，女工们在缝纫机前辛勤劳作。

申双利家的客厅干净整洁，阳台采
光很好。

■ 郑晓红

“慢着点，大家捧着点花根，别把营养土弄
掉了。掉了的话，花苗的成活率可就下降啦。”
进入5月，北方的天气暖和起来，一大早，在黑
龙江省五常市花满园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花棚里，49岁的肖红娟移动轮椅，指导工人们
移栽花苗。“这是醉蝶花，这是多年生双色鲁冰
花，这个叫百日草，花期四个多月，最适合咱们
东北地区生长……”数着一棵棵早已谙熟于心
的花苗，肖红娟的嘴角上扬，双眼里荡漾着的
笑意宛如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黑暗中走出迷茫

肖红娟，黑龙江省五常市沙河子镇人。27
岁那年，肖红娟因双腿出现走路吃力的症状被
医生确诊为“脊髓栓系综合征”。更糟糕的是，
丈夫提出离婚，抛下了她和年仅5岁的女儿。
两次大手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和向亲朋好友
借的20多万元，肖红娟的双腿却因马尾神经
损伤失去了行走能力，被鉴定为三级肢体残
疾。

那个时候，肖红娟娘家的日子过得也是捉
襟见肘。“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我甚至想带
着女儿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无意
中看见年迈的父亲用布满老茧的双手一边抚
摸着女儿的头，一边唉声叹气，肖红娟突然意
识到，自己要振作起来，承担起做女儿和妈妈
的双重责任，让自己最亲的人过上好日子。

奋斗中追寻阳光

肖红娟用双手摇动着轮椅，从家门口到村
子外，从笨拙到熟练，她帮着村子里的人育苗、
去养蜂场绞蜂蜜，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2005年，肖红娟组建了新的家庭，搬到了
长山乡长山村大没网沟屯。育秧苗、扒玉米、
扣大棚、养大鹅……由于胯骨以下完全丧失了
功能，干活儿的时候，肖红娟只能跪着在地垄
沟里一点一点向前挪，膝盖磨破了皮，大腿被
秸秆扎出了血。但肖红娟从来不叫苦，咬咬
牙，坚强地挺了过来。“只要有毅力，只要你想
干，啥都不是困难。”肖红娟说。

幸运会眷顾努力奔跑的人。一次，夫妻俩
卖完西瓜回家路上，肖红娟看见路边养路工人
正在收割花秧，花枝上有很多成熟的花籽。得
知这些花秧会被当作垃圾处理掉时，经过沟

通，夫妻俩满心欢喜地用农用三轮车把道路两
边干枯的花秧全部拉回了家，小心翼翼地用木
棒将花籽砸出来、晒干，收获一千多斤花籽，卖
了近4万块钱。

这些花籽就像是一束希望之光，点亮了肖
红娟的创业之路。她积极发动养路工人和邻
里乡亲一起采集各类花卉种籽。慢慢地，村子
里的一片片花海出现了，村子周围公路两边的
花带成形了。因收购和销售花籽，肖红娟的名
气越来越大，熟悉她的人开始叫她“鲜花大姐”

“轮椅上的种花人”。五常市公路管理站养路
工王清说：“肖红娟可是个大好人，带着我们一
起卖花籽，现在我一年卖花籽的钱有一万八千
多块，比我们夫妻俩的工资还多呢！”

由于肖红娟销售的花籽质量好，出芽率
高，售后服务还包教栽培技术和养护常识，回
头客越来越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五常
市残联的帮助下，肖红娟由单一卖花籽转变为
花籽花苗树苗一起经营，事业越做越大：她在
村子里培养了十几名专业的技术人员，有了自
己的绿化美化团队；成立五常市花满园花卉种
植专业合作社、五常市海迪种业公司、德胜园
林绿化有限公司，与园林、公路、道路养护部门
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我都会抽出时间外出学
习，参加展会，和同行交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
短。”肖红娟说。

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如今，肖红娟的合作
社经营花卉种籽300多种，草种籽30多种，林
木种籽40多种，花卉种植面积由当初的6亩
多达到420余亩。她栽种的花卉覆盖五常、
尚志、黑河、伊春以及吉林省的舒兰市、榆树
市等地的乡村路；她培育的北方抗寒花卉种
籽远销北京、上海、江苏、河北、甘肃等地。同
时，每年为花卉种植户创收50多万元，为养
路工创收200多万元，为临时用工增收20多
万元。

鲜花中绽放幸福

肖红娟没有忘记当初接济过她的乡亲
们。为了帮助村里的困难户，肖红娟每年为
他们免费提供花卉种籽；为了帮助养路工人
多一份收入，优先收购他们采摘的花籽；为了
帮助更多残疾人找到出路，花卉种植专业合
作社里的残疾员工占了50％。村民隋宝是名
残障人士，他说：“我在合作社里干了六年，挣
钱养家，感觉活得特别有尊严。我家还盖了
三间彩钢房，亮堂堂的。现在的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了。”

肖红娟的花籽事业带富了乡亲们，五常市
农村公路建设也因美丽的鲜花，多次被评为

“黑龙江省最美公路”、全国“四好农村路”。肖
红娟的花满园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也因此被
评为“黑龙江省AAA级服务三农金牌合作
社”，花卉基地被五常市关工委设立为关心下
一代青少年教育基地。肖红娟本人被三所学
校聘请为校外辅导员，获得五常市残疾人自强
模范、哈尔滨市劳动模范、2021年度中国残疾
人事业新闻人物、黑龙江省巾帼建功标兵、哈
尔滨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今年，肖红娟的花卉种植又传来喜讯，她
与五常市小黑河林场合作，种植“黑心菊”280
亩；与吉林省舒兰市和榆树市道路养护部门合
作，建成花卉大棚十余栋，种植草花花苗20多
种、140万株，并在土桥镇试种苦参、树莓等经
济作物……

“开车慢着点，别把花土墩散了。”忙活了
一小天，一株株花苗在肖红娟的叮咛声中奔赴
各地，扮靓花园、公路和村落。“我只是一名普
通的种花人，做着平凡人该做的事。”阳光下，
肖红娟摇动着轮椅自如地前行，依旧信心满满
地憧憬着美好、幸福的未来……

■ 乔金亮

眼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
农业防汛抗旱到了关键阶段。气
象部门预计，今年农业气象条件一
般到偏差，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
害明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这提醒我们，要做好提高农业抗风
险能力“必修课”，毫不放松抓好农
业防汛抗旱，持续强化农业防灾减
灾能力建设，增强农业应对自然灾
害冲击的韧性。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
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对农业
生产构成威胁。气象信息显示，今
年北方可能出现较重汛情，长江中
游可能再次发生高温干旱，登陆台
风偏多，还可能有北上台风。经验
告诉我们，自然灾害来得快、影响
大，如果没有较强的农业抗风险能
力，一旦发生流域性的洪灾、大范
围的干旱，就可能影响农业保供和
农民增收。因此，要充分认识农业
防灾减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不可
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要做到有备
无患、万无一失。

农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自
然灾害。尽管农业科技已取得很
大进步，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天
吃饭。千百年来，农业生产的过程
也是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
去年夏季，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持
续高温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农业干
旱和高温热害叠加，由于采取了有
效措施抗旱，减少了灾害对农业的
影响。各种人工干预措施虽然不
能消除自然灾害，但可以提高应对
灾害的有效性。近日，北方冬麦区
出现大范围阴雨天气，部分地区遭遇“烂场雨”，
有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帮助农民降低损失。

农业天然是弱质产业，又有公共性、公益性
特征，需要财政资金优先投入、公共资源优先配
置、人力物力优先保障。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
应因地制宜，针对弱项与短板，强化服务、设施
和保险三方面投入，一旦遭遇灾害，力求做到重
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

强服务。完善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及时提
供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的精细化气象监测预
警服务。气象、水利、应急、农业等部门要完善
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发布预警，加强应急值守，
第一时间调度。各地也要结合实际制定预案，
储备品种对路、数量充足的苗种等物资，强化应
急人员队伍建设。不同地区应对重点也应有所
不同，北方要防汛抗旱两手抓，长江中下游重点
防高温干旱，华南华东重点防台风，西南重点抓
抗旱。

强设施。对粮食作物来说，要加快建设高
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抗击旱涝灾情、
提高耕地产能的有效途径。加强农田建设投资
和后期管护，不断改善生产条件至关重要。对
经济作物来说，要加快发展设施农业。设施农
业的抗灾能力整体优于大田，但不同设施农业
也有显著差异，这取决于设施水平的高低。财
政资金要增加投入，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此
外，烘干设备、仓储设施、冷链物流也必不可少，
要引导相应主体面向小农户开展社会化服务。

强保险。自然灾害影响常常与市场波动和
产业链供应链波动相伴。自然灾害很大程度上
不可避免，但要最大程度减少其对农业产业链
和经营主体的影响。农业保险要扩大覆盖范
围、创新产品类型、提高保额标准，对粮食作物
探索农业巨灾保险机制。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
保险，并结合商业性农业保险，完善农业风险分
担机制，有效弥补因自然灾害给经营主体带来
的经济损失，为农户吃下“定心丸”。

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应因地制
宜，针对弱项与短板，强化服务、设施
和保险三方面投入，一旦遭遇灾害，力
求做到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
无灾区多增产。

申双利在工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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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她种植的花卉从6亩到420余亩，培育的北方抗寒花卉
种籽远销各地，每年为花卉种植户创收5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