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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们演唱的《倔强》歌词一样，这群“海嘎少年”正在向着未来，展翅飞翔——

甘肃东乡：民宿为乡村女性赋能添彩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韭菜山下彝村庄，安居乐业云巅上，民
风淳朴人自强，农家乐里饭菜香，绿水青山
红旗扬，莘莘学子在学堂，刻苦学习长本领，
长风破浪做栋梁……”刚刚过去的中秋节，
一支清新的《海嘎之歌》飘扬在贵州省榕江
县村超球场，仿佛将现场观众带入被暖阳照
耀的海嘎村。

表演者是一支特别的摇滚乐队，主音
吉他手文娅宁、鼓手罗彩彩、贝斯手罗孝
涵、主唱李娇、副吉他手文
雯，五个女孩儿都来自贵州
海拔最高的山村小学。彝
语童声伴着摇滚，她们在操
场上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

开唱吧，在更大的舞台

组建摇滚乐队，这么
“潮”的事情，对于海嘎小学
的孩子们来说，一度难以想
象。要知道，这群少年所在
的海嘎村海拔近2900米，是
贵州海拔最高的村寨，曾经
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

2016年，摇滚青年顾亚
来到海嘎小学教书，他感受
到了孩子们的内向腼腆。“他
们上课不敢发言，遇到老师
也不敢打招呼，说话声音都很小。”

一切转变的契机，来自一把吉他。有一
天，顾亚在办公室里弹吉他，声音吸引来一
群学生。他们互相挤着趴在窗口，眼神里充
满好奇，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真的吉他。

海嘎小学的学生很多是彝族，天生能歌
善舞。“也许通过音乐可以打开孩子们心灵
的大门。”顾亚和校长商量，俩人想办法借来
手鼓、吉他和贝斯等乐器。顾亚让一、二年
级的孩子尝试尤克里里、吉他；三、四年级的
学生挑战架子鼓、贝斯和手鼓；高年级的学
生尝试组成乐队。

2018年，海嘎小学终于有了自己的第
一支乐队“遇”乐队，紧接着2019年组建“未
知少年”乐队，2020年组建“顽皮精灵”乐
队，2021年组建“海嘎少年”乐队，到现在，
第六支新乐队成立。2021年以后，乐队的
名字都叫“海嘎少年”，顾亚希望让这个乐队
能慢慢成为“海嘎精神”的延续。

在他的努力下，孩子们也开始走出海嘎
村，在更大的舞台开唱。各种音乐节、展演，
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向他们打开。渐渐地，这
群少年的才华和故事被更多人看到，不少网
友将海嘎小学的故事称为“中国版《放牛班
的春天》”。痛仰乐队、新裤子乐队等国内著
名摇滚乐队相继来到海嘎，为孩子们举办演
唱会，上百万网友在线观看。

2023年，海嘎少年乐队登上央视总台
2023网络春晚，一首少年版《倔强》惊艳众
人。舞台上，孩子们身着白色卫衣和蓝色
牛仔裤，抄起贝斯，打起架子鼓，支起麦克
风，用欢快的节奏、纯净的童声，唱出青春
的模样。

改变，正悄然发生

不知不觉间，音乐成为一座桥梁，通过
它，学生开始向这个世界打开自己。

从一开始的扭捏害羞，到后来的大方自
如，当过三支乐队主唱的熊会和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分享了她的秘诀：“把台下的观
众想象成水果蔬菜就可以了。”

顾亚带着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乐
器，用镜头记录一场场排练。“他们从一开

始连pose都不会摆，干巴巴地站在舞台
上，到如今能放开自我地表演、演唱，是经
过长期的教学和学习后才有了海嘎独特
的台风，背后蕴藏的是翻山越岭的勇气与
努力。”

“玩”起了摇滚后，校园气氛也有了很大
改变，摇滚音乐也让孩子们变得更加阳光、
自信。在乐队排练的过程中，孩子们还慢慢
学会了包容、理解，学会了坚持。

海嘎少年的演奏视频在网上开始爆火，
山区儿童组建摇滚乐队，有腔调有模样，引
发了网友的关注，乐队被形容为“大山里的
摇滚乐队”。

2020年，“海嘎少年的夏天”演唱会直
播，吸引了142万人观看。密密麻麻的弹幕
淹没了手机屏幕，网友说：“这是我见过的最
摇滚的演出”。孩子们说：“这是我们登上过
的最漂亮、最绚丽的舞台。”

高关注度为海嘎村的教育环境带来了
巨大变化。顾亚记得，2016年刚到这里时，
只有两间破旧的教室，一间还是空的，留给
村委会办公用。他的同伴是四个老师和十

几名学生，连一个完整的年级都凑不齐。
在社会各界公益力量的帮助下，2020

年，海嘎小学成为一所完小，学校不仅有了
图书室、医务室、实验室、多媒体教室，还有
了公益组织为海嘎小学专门定制的音乐教
室，供孩子们排练。

去绽放，过更精彩的人生

孩子们获得了一次又一次走出大山的
机会，华丽的舞台让他们欣喜和激动，不少
孩子都萌发了音乐梦想。然而，顾亚却在这
个时候给他们泼起了冷水。

他说：“音乐不会成为孩子们的职业规
划，也不会成为他们将来的唯一出路或者目
标。我也时常很直白地告诉学生，我不建议
你们将来从事音乐专业。”

摆在孩子们面前的，是他们的家庭出于
现实的考虑。音乐梦对农村孩子来说，太
过遥远。顾亚知道，音乐也许能为山里的
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观察更为广阔的世
界，却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现状。他经常对

孩子们说，要想真正走出大山，必须靠刻
苦学习。

事实上，许多参加过乐队的孩子毕业
后，再也没有机会登上舞台，甚至再也没有
拿起过吉他，即便有机会继续学习乐器，大
多数人也只是当作兴趣爱好。

“未知少年”乐队的贝斯手熊秋花今年
已经上高中了，学习任务加重，她不打算走
艺术这条道路，但她放假时还会找顾亚老师
学学琴。她告诉记者：“我非常热爱音乐，演
出时那种全身心的投入，能够让我把一切烦
恼抛诸脑后，跟随音乐的节奏，感受前所未
有的放松。”

和音乐相逢，到外面演出，对熊秋花来
说是一段美妙的经历，“我看过更广阔的世
界，感受到自己的不足，唯有好好学习，才能
改变现状，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这些收获已经让顾亚非常满足，虽然
他带领学生们登上了迷笛音乐节、央视网
络春晚这样的大舞台，但最让学生难忘的，
还是音乐带来的希望与快乐。他说：“组乐
队的经历并不一定会让孩子们将来成为音
乐家，但至少音乐曾经点亮过他们的梦想，
这就够了。”

热烈的节奏点燃了寂静的大山，音乐的
种子破土而出，在孩子们的心里开出一朵朵
梦想的花。他们有人梦想到大城市唱歌，有
人梦想当医生，有人梦想当特种兵，更多的
人，像“遇”乐队的鼓手罗丽欣一样，梦想成
为顾亚那样的人，帮助大山里的孩子，为他
们带来自信和快乐，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
多美好。

也许以后孩子们不会从事音乐行业，但
是梦想已经被点燃，他们将永远记得自己曾
经有过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热爱学习、
追逐梦想的童年。正如他们演唱的《倔强》
歌词一样，这群“海嘎少年”正在向着未来，
展翅飞翔。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肖婷

晚上八点已过，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东乡族自治县马巷村的天还是亮的，曲
径通幽处的唐蕃·云舍民宿里升起炊烟袅
袅，民宿管家马阿英社，站在户外烧烤架前
娴熟地翻转着手中的烤串扦子，烤羊肉串、
烤玉米……她正为游客们晚上的烧烤大餐
忙碌着。

杏林微雨霁，灼灼满瑶华。马巷村，有
着“陇上杏花第一村”的美誉。每年这里的
杏花节、杏子采摘节，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
游客。如今，这片被洮河润泽的杏花村，正
依托当地旅游、陇味文化的独特优势，把民
宿作为乡村振兴的发力点，带动当地乡村女
性就业以及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

“阿英烤的玉米太香了，就像小时候的
味道。”当游客们不停夸赞阿英的手艺时，她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换一种方式 为自己而活

马阿英社，大家习惯叫她阿英。在做
民宿管家以前，阿英和村庄里的女性一样，
照顾公婆、打理自家的杏树、种田，老公则
外出打零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阿英从未
想过，未来有一天，她的命运会因为村里的
一家民宿而改变。更想不到，因为这份工
作，她有机会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变得自信且从容。

2019年，民宿建好开始招工，阿英瞒着
家人报了名。“老公很生气，坚决反对我去民
宿工作。”为此，阿英的老公三天没和她说
话。

眼看着上岗培训的时间到了。阿英提
前准备好娃娃穿的衣服，准备好家里三天的
食物，直接去参加岗前培训。结束后，她跟
老公说：“培训完成了，合同也签了，毁约要
赔钱。”她老公听完也就作罢。

在自己的争取下，阿英开始了第一份工
作，生活也逐渐有了“色彩”。阿英干活特别
利索，学东西也很快。在民宿，除了打扫卫
生、做饭、洗漱这些，她还学会了做咖啡，刚
开始只会做美式，后来慢慢学了拿铁，还会
拉花。

“以前一辈子待在村子里，偶尔回娘家，
还要伸手和婆婆要钱，看到喜欢的东西也不
敢买，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如
今，阿英过得底气十足，她每月收入2700
元，和老公在外打零工赚的钱差不多。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阿英用自己赚来
的工资买了一辆电瓶车、一部属于自己的手
机。她还特意去镇上给家里添置了一套燃
气灶，60个新盘子。后来，阿英的老公在打
工时受伤住院治疗，全家靠她工作赚钱支撑
日常开销，阿英的工作也终于得到了家人的
认可和支持。

多一份技能 发现新可能

和阿英一样，民宿管家马兰花也依靠这
份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境况。马兰花之
前一直是家庭主妇，深知没有收入可支配的
感觉：回娘家，老公给的钱很少，除了往返路
费和给爸妈买的礼物，所剩无几，更别提买

自己喜欢的物件。
“在民宿上班之后，挣了工资，我自己想

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去年我赚了钱，把攒
的3000块钱给婆婆补贴家用。今年家里要
装修房子，我又给家里1万块钱，他们特别
高兴。”马兰花脸上流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工作以后，马兰花的儿子也以她为傲，经常
在亲戚面前“炫耀”妈妈做的咖啡非常香。

近来，阿英和马兰花分别参与了民宿管
家公益培训计划，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提
升管家职业技能。

回到东乡，同事阿英发现马兰花整个人
都变了，“精神了，气质变了，说话做事都不
一样了。”马兰花将培训所学用于民宿管家
服务中，还经常制作短视频推广民宿。现在
的她已成为村里的“明星管家”。

“跟老师学习，和同行姐妹交流，培训下
来，我更了解游客的需求了，自己的工作能
力也有所提升。”马兰花和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分享，“这份工作为我的生活开启一
扇新的大门，让我看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对乡村女性而言，民宿不仅为自己提供
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更让自己多了一种
活法儿；对村子来说，民宿不仅引来了一批批
游客，掌握了数字技能的乡村女性还能将村
里的特色农产品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广出去。

在马巷村，以前拉出去没人要的杏子如
今成了香饽饽。今年，阿英通过民宿和视频
平台售卖自己的杏子，轻轻松松卖掉了
1200多斤，收入18000元。“杏子都没拿到
集市上卖过。有的客人直接要邮寄，有的客
人还会专程到我家杏园子里体验采摘乐
趣。”自家杏子不愁销路，阿英说话的语气都
欢快起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邵伟
■ 付平

提起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高阳村
的女支书陈爱梅，大家都有话说。老
支书贺大发说：“村里刚开始搞人居环
境整治的时候，她带着大家，每天早上
6点钟出来，下午6点钟才回家，修路
砌坎、整修溪堤，上山砍竹、拆屋栽花，
个个都晒得黢黑。”尽管很累，但看着
村庄每天的变化，大家都干劲十足。

为了清除沿路的牛皮癣广告，陈
爱梅拿着钢丝球擦了好几天，指甲磨
出了血，手脱了皮。看到她这么攒劲，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2022年3月，村
集体购买砂石、水泥，动员大家将水泥
路延伸到各家各户，有的村民把家中
拖斗车、拖拉机开到工地，有的村民自
己花钱请来搅拌机，义务投工达900
余人次，完成的工程量超出预计一倍。

陈爱梅带头，村“两委”、党员干
部、志愿服务队义务出工，改变村容村
貌，将一个个垃圾顽疾清除，利用本村
楠竹资源，制作竹篱展示长廊、竹篱墙
画，缀以花木，打造微景观。为了省
钱，她和原驻村工作队队长段召友，带
着大家到安江镇的拆迁工地，捡废弃
旧砖头运回村里，自己动手砌文化宣
传墙和田园式护栏。连村里的小孩，
每到周末都追着陈爱梅问：“要搞卫生
吗？”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

村庄变美了，陈爱梅又张罗开展
收纳培训，培养村民的卫生习惯，组织
妇联执委从自家“八整洁”做起，逐户
指导，清理卫生死角，开展“美家美妇”
评比，每年评选20户“最美家庭”，在

“三八”国际妇女节进行公开表彰。
对待村民，陈爱梅像对待自己的

家人一样。高阳村6组的“五保户”杨
冬梅年过七旬，不想去敬老院，陈爱梅
便主动担负起照护义务。村里有位老
人感慨地说：“我给儿女打电话，两天
都赶不回来。杨冬梅给陈书记打电
话，5分钟人就赶到了，我都想当‘五
保户’呢。”

每年重阳佳节，村里的乡贤、村民
主动捐款，全村人一起操办敬老宴，表
演文艺节目。爱老敬老的传统一代代
传承着，现在村里的空巢老人，一有困难就会打村干部的电
话。

村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太累又停不下来的时候，陈爱梅
回家也委屈地哭过。但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她又感到
很欣慰。

2022年秋冬大旱，7组水源枯竭，村民生活用水匮乏，
陈爱梅便拉着丈夫，用拖拉机一车一车地送水。由于路陡
坡急，负重的拖拉机好几次后滑，陈爱梅只得下车，一边走，
一边往车轮下垫石头，到达时，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村里积极向水利部门争取饮
水项目。工程款按流程要等项目验收后才能拨付，而施工
队要求先付款。陈爱梅与丈夫商量后，将家里仅有的4万
元存款取出，先行垫付工程款。新井打出后，解决了70余
人的吃水问题。

从2005年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2021年推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8年来，陈爱梅不论在什么岗位，
心里始终装着高阳村和村里的父老乡亲。只要为老百姓办
事，她都勇往直前。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 王蕊 滕明月

大棚内蚂蚱成堆聚集在一块儿，欢快地啃食着绿色草
叶，合作社负责人王艳红穿梭其间忙碌着，割草、喂蚂蚱、搭
孵化箱……

王艳红是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瑷珲镇瑷珲村巾帼致
富带头人，2019年组建坤珲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2021
年，通过区妇联争取省创业循环金20万元，进行扩建扩产，
带动周边妇女及家庭走上特色种植的致富路。如今，为进
一步优化种植结构，经多方考察，她依托灵芝园开始了蚂蚱
养殖，开辟出一条“规模化养殖＋庭院经济”的新路子。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看着自家的蚂蚱
茁壮成长，王艳红开始研究带领乡亲们一起赚钱的方法。
从犁地种草到饲养培育，合作社临时解决就业200人次。
此外，由于村里部分青年外出学习、打工，很多小园子被闲
置，合作社便租借来种植喂养蚂蚱的黑麦草。22块绿油油
的小园子内，成片的黑麦草随风泛起波纹，它们不仅喂饱了
蚂蚱，也让村民的钱袋子厚了起来。

据了解，近年来爱辉区妇联持续发挥“联”字优势，在培
育挖掘优秀女性致富带头人上全力打造示范典型，以点带
面实施巾帼创业工程，为服务妇女创业就业提供支持。

蚂蚱大棚里的女致富带头人

陈爱梅（左）看望五保户杨冬梅。 田晓娟/摄

▲ 海嘎小学的同
学们在益童乐园捐建的
音乐教室练琴。

▲ 顾老师（右三）与“未知少年”乐队在学校涂鸦墙前。

▲

“海嘎少年”
乐队在贵州省榕江县
村超球场开唱。

图片来自网络

阿英在制作咖啡。

马兰花为客人办理入住。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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