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罗文胜 编辑 田梦迪 美编 张影 责校 尹燕琴 2023年11月17日 星期五发展周刊 CHINA WOMEN’S NEWS6 乡村振兴

“三个带头”练就“最强娘子军团”
带头提升能力素质、带头发展产业项目、带头开展志愿服务，福建省寿宁县妇联着力打造乡村振兴巾帼队伍——

数字“新农人”
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黄平：巾帼行动巾帼行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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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吴苏梅

走进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下党
村，映入眼帘的是古朴的廊桥、清澈的溪流、
焕然一新的古民居。与栈道上、小巷里悠闲
的游客相比，“下党媳妇”巾帼志愿服务队队
长王明桃与姐妹们显得分外忙碌，在工作之
余，她们还时不时开展公益活动。

另一边，在清源镇韶托村林下中草药种植
基地里，福建省“最美基层妇联执委”陈艳也忙
得火热，正引导姐妹们采摘成熟的灵芝……

在乡村振兴中，如何打造一支能力更强、结
构更优、作风更实的巾帼队伍？近年来，寿宁县
妇联持续推进基层妇联组织、妇女微家建设，深
入开展巾帼带头提升能力素质、带头发展产业
项目、带头开展志愿服务的“三个带头”活动，致
力把基层妇女组织打造成推动乡村振兴、助推
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娘子军团”。

用心学 充电赋能强本领

王明桃早早来到村党校，听讲师刘明华
讲授的“学习《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
建足迹》”主题党课。学堂里不时响起阵阵掌
声。在下党村，像这样的学习场面，每周都会
出现在村党校。

曾经的“下党媳妇”有着与大多数农村妇
女一样的“烦恼”——学历不高、能力素质不
够强。如何破题？下党村成立宁德市第一所

“村级党校”，给农村党员和妇女讲学、送学。
寿宁县妇联还在此基础上在下党村创建了省

级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试点村，让学习动员
全覆盖，让妇女在能力提升中唱主角。

犀溪镇西浦村是有着“廊桥水乡·状元故
里”之称的3A级景区。为更好地服务游客，
西浦村妇联主席缪秋玉动员留守宝妈、代课
老师组建了一支巾帼讲解团。讲解团成立之
初，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姐妹们铆足了劲儿，
参加现场讲解培训及导游理论知识学习。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与实践，12名队员都
成长为出色的讲解员。队员盼盼17年前嫁
到西浦，因家务繁忙、语言不通，她鲜少踏出
家门。现在的她出口成章，面对游客落落大
方，成为西浦景区的优秀讲解员。

眼下，姐妹讲解团又有了新的学习计
划。在电商企业的帮助下，西浦姐妹直播团
正式开营，12位姐妹正在导师的讲解下认真
学习电商直播知识，计划着升级成为西浦姐
妹主播团，为当地农产品开展助农直播服务。

山的那边，在灵芝种植与培育基地里，陈
艳正在向前来交流的姐妹们介绍灵芝的种植
知识、辨别方法、功效以及产业前景。“在产业
发展中，常常会遇到管理和技术上的难题，身
边有陈艳这样的巾帼‘土专家’在，能够随时
请教，创业妇女少走了很多弯路。”寿宁县妇
联主席龚苹笑着说。

巾帼“土专家”、巾帼科技特派员为产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田间学堂”成为娘子军学
有所获的“充电基地”。近年来，寿宁县依托“田
间课堂”，组建茶叶、食用菌、林下种植等“1+4”
产业教学专班，由乡土人才、专业技术员、科技
特派员上台讲课或深入田间地头传授技能、答

疑解惑，为基层一线培养一批懂农爱农的“土专
家”“田秀才”“乡创客”。去年以来，寿宁县共开
展新型高素质农民培训2000多人次，培育省市
级以上农村实用人才15人。

带头干 巾帼领航振兴路

陈艳与丈夫李伟是寿宁县林下种植仿野
生灵芝的“领跑人”。2019年以来，夫妻二人
放弃在外的优厚工作，返乡在清源镇韶托村、
竹坪村、阳尾村培育中药材苗木和林下栽培
中草药1000余亩，让青山变“金山”。

“陈艳夫妇年富力强，又有文化，在他们
的指导下，韶托村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种植
黄花倒水莲1万株，还种植紫灵芝300多亩。”
韶托村党支部书记范增烽说。韶托村是省级
生态乡村，去年冬天，村集体与村民们投入资
金与李伟合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目前，陈
艳夫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推动产业链发展，同时依托“产业服务”
妇女微家，为村民免费提供技术指导，现已带
动周边农户用工3200余人次。其中，包括就
业困难户6户，留守妇女13人，为她们创收近
60万元。

农村要想富，产业做支柱。近年来，寿宁
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硒锌康养旅游和高山
茶叶、优质水果、食用菌、林下经济等“1+4”
绿色高效生态农业。不断掀起的产业发展热
潮，需要创业能人和返乡巾帼带头前行。为
此，寿宁县在农村广泛开展挂牌“巾帼示范
户”，深化巾帼“示范岗、责任区、先锋队”创
建，支持巾帼创办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姐妹们响应妇联组织的号召，全身心投入
“让村里的产业旺起来，让大伙的日子美起来”的
奋斗中，争当产业推动先行者。在“难忘下党”学
习基地客房部担任领班的“下党媳妇”沈有花，
抓住下党乡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机会，和丈夫创
办了下党乡第一家民宿“八五民宿”，带动村里
人开办农家乐和民宿的创业潮。

联手做 践行公益不停歇

走进下党古村落，村道旁“下党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的招牌特别醒目，这是“下党
媳妇”巾帼志愿服务队的办公场所。在这

里，“下党媳妇”参与、筹划各种社会公益活
动，发展当地慈善事业。

今年83岁的吴福鹊奶奶一直是王明桃与
队员们心里的牵挂。老人的子女常年在外。
王明桃每天都要跑到老人家里看看她，给她送
些蔬菜，带着队员给老人打扫卫生……老人
说：“你们比我的孩子还要亲。”

除了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送去关心与
爱，服务队还为乡村美化及乡风文明尽心尽
力。王明桃介绍说，姐妹们常态化参与村环
境卫生整治、河道清洁，还在重要节假日为乡
亲们献上精彩的歌舞表演。

两年来，“下党媳妇”巾帼志愿服务队的
18名队员，组织了100多场志愿活动，累计提
供志愿服务2万多人次。

寿宁县委宣传部部长、下党乡党委书记项
忠红表示，如今，“下党媳妇”成为下党的一张名
片，她们以勤劳的双手、细腻的心思、热情的形
象，成为全乡旅游发展、产业升级、志愿服务、乡
风文明等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示范者和组织者。

不仅仅是“下党媳妇”，在宁德市，处处都
有巾帼志愿之花盛开。据介绍，宁德市妇联将
巾帼志愿服务作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抓手，积极动员广大巾帼志愿者围绕群众所需
所盼，在提升服务实效的同时推动巾帼志愿服
务事业从弱小、零散向规范化、项目化、制度
化、常态化、阵地化发展。今年以来，宁德市妇
联将巾帼志愿服务工作列入“深学争优、敢为
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按照“六有”机制推
动巾帼志愿服务实现市县乡村四级覆
盖。截至目前，全市妇联系统已建立巾
帼志愿服务队2453支，积极组织开
展多形式、接地气的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让妇女在社会奉献中实
现人生价值。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杨颖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下村乡是
个典型的山区乡镇，位置偏僻，常住
人口少。这个偏远乡镇却坐落着一
个小有名气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因
为这个文创园，小山村的妇女有了
就业奔致富的岗位，文创企业也有
了“输血”“造血”、孵化的平台。

据了解，下村乡传统技艺资源
丰富，文创企业初具规模，心灵手巧
的乡村妇女成为文创企业用工的主
力军。为推动文创企业从“单打独
斗”向集聚化、产业化发展的转变，
带动妇女就业扩面提能。下村乡积
极探索共富新路径，成立了兰陵县
文化创意产业园，对内将文化创意
资源聚零为整，对外招引文创企业
入驻。

为吸引更多文创企业入驻，下
村乡主动上门，精准招商，按照企业
的需求提供“一对一”帮扶措施，不
限于税收返还、金融扶持、业务代
办、专项补贴等。针对巾帼企业，乡
里积极与银行协调，申请巾帼创业
贷，争取市县妇联扶持资金，极大缓
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同时，与当
地景区对接，打造景区文创产品体
验展销平台，推介文创企业参加展
销会、文博会、消博会等，增加文创产品的曝光量、知晓
率，激发产品创作灵感，促进文创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及
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

澜陵陶笛负责人赵聪聪说：“我们入驻文创园后，
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拓宽了发展空间。经过园区
的电商培训，公司成立澜陵陶笛巾帼直播间，姐妹们变
身网络主播，实现了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的转
变。半年多时间，线上销售陶笛近6万个。”

兰陵县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有文创展厅、文创生产
基地、文创孵化中心、文创服务中心等十大板块。如
今，一期已投入资金3600万元，建设5处展馆，陶笛、
埙、草编、根雕、木影戏、沙画等9家文创企业被引入产
业园，其中巾帼企业4家，200多名妇女在这里创业就
业，辐射带动上游初加工妇女300余名，实现了妇女在
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的梦想。

下村乡党委书记马平川说，下一步，文创园将继续
招引文创企业入驻，在人才、招商、推介、政策等方面，
对优秀文创园予以倾斜和支持，使其发挥出更大的
社会效益。并以文创园为平台，为妇女提供技能培
训，建立妇女微家阵地，为妇女搭建起值得信赖的

“温暖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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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 文/摄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飞，今天给大家带
来了些山货……”一部手机、一只话筒，“乡间赵小飞”
每隔一天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给网友们推介家乡的
土特产。

“赵小飞”原名赵飞，是地地道道的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平溪镇人，前些年她一直在外
打拼。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后，在返乡人才政策扶持
下，作为基层党员的她果断返乡创业，通过直播形式把
当地特产销往省内外，成了大山里的“新农人”。

两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赵小飞会及时查看平台
销售情况，给下单的网友发货，接着策划第二天要拍摄
的短视频内容。日复一日，赵小飞记录乡间生活，分享
百姓日常，短短两年时间粉丝关注率达120多万人。

“作为基层党员，我有义务将本土特色农产品销
售、乡村旅游资源推介给大家，为乡村振兴贡献绵薄之
力。”赵小飞说。

村里人常种植黄豆，赵小飞就去拍摄黄豆产业及
衍生的豆腐乳、豆豉、豆皮等农特产品。她先后跑遍家
乡的每个角落，记录食材的生长和制作过程，通过短视
频方式推荐家乡美食，深受网友喜爱。她把粉丝的注
意力资源转化为产品的巨大销量和正面口碑，为家乡
销售腊肉、葛根粉、小米、土鸡蛋等，销售额年均200万
元以上。

近年来，黄平县积极培育直播带货新型人才，让手
机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
活，通过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2023年10月27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黄平县平溪镇长岭村，主播赵小飞正在进行直播
带货。

▲

“下党媳妇”巾帼志愿服务队到“难
忘下党”主题馆学习，为向游客提供更好的
讲解服务补充“能量”。 均为受访者供图

▲ 陈 艳（左
一）在巾帼示范基
地黄花倒水莲、灵
芝林下仿野生基
地为妇联执委们
讲解“村企结对”
合作模式。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

浮秀艳浮秀艳：：迈好迈好““从无到有从无到有””这一步这一步
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史庄镇打造文旅小镇样板，开辟文旅新赛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崔安琪

夜色渐浓，一片金光突然出现，伴随着
“呲呲”声，在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史庄镇如
意湖畔，一场盛大的打铁花表演打破夜幕。
铁花绽放，跳跃灵动的圆象征着中秋月满人
团圆，散落一地的金光展现着人们对美好未
来的希望。

如何让“一时美”变为“时时美”？如何
让“一村富”带动“人人富”？在史庄镇党委
书记浮秀艳看来，史庄镇域缺乏土地人力资
源条件优势，必须凝聚群众智慧，挖掘自己
的农耕文化；镇域无天然山水资源优势，须
当开发本地特色文化，让美丽经济绽放。“我
就是个行动派和爱应对挑战的人，无论大家
觉得多么难的事，只要有群众做我的支持
者，我都要去做，也都要做成。”浮秀艳告诉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用近一年时间打造
的西曹庄村“文旅小镇”，将成为全镇域的推
广样板。

文旅产业从无到有

“走，去村里研学！”——脱离水泥
地面，探寻带有泥土味的知识，这是
乡村研学的魅力。为迈好文旅产业

“从无到有”这一步，浮秀艳只要有空
就在村内走访村民，在和大家的不断
沟通中，找到了新路子：将村口的几
间废弃学校、厂房充分利用，打造顺
应时代发展、适合村情村况的四大项
目：一年时间里，“农耕文化研学基
地”落地西曹庄村，实现了“乡村做学
堂，农民当老师”；打造“紫藤小镇”，
推进“生态采摘游”；改造新型“故王酒
坊”，联动特色彩麦；打造“小冉同学”文旅小
镇，集合多样化新型游乐设备，完善文旅产业
层次，引领“商、游、住、养、康、学、情”新型文
旅业态。截至目前，该研学项目已全面建成
并投入使用；“小冉同学”文旅小镇仅开业五
天，即接待游客2万人次。

“研一次农耕文化、种一块责任田、品一
味彩麦酒、尝一道田园菜、观一次非遗铁花、
玩一下露天乐园……”记者了解到，国庆节期
间，史庄镇“十一”文旅节接待学生近7万人，
推出的“六个一”成为游客最向往的生活。“这
个国庆，能在俺西曹庄听到各地的口音，也是
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外地车牌号。”西曹庄村村
民贾艳说。

村民成为建设者和受益人

项目成功，村民是最大的受益
者。西曹庄村项目均采取“小投入、
微改造、自运营”的模式，真正让村民
成为乡村的建设者和受益人。

为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家乡建设，
浮秀艳坚持高频次参加该村的

“3533”党群代表议事会，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会议的村民覆盖到该村每一个小家庭。深入
了解后，大家燃起了干事热情，手中有闲钱的
纷纷资金入股，手中无闲钱的则以投工投劳
的方式入股参与建设，目前西曹庄村项目共
有本村“小股东”48位。

为管护好、运用好村民的入股资金，让村
民有更多参与感，西曹庄村一方面利用数字
化乡村运营软件，所有收入均通过二维码扫
码进入“西曹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账户，入
股的村民通过手机端就可以查看入股项目每

天的收入。“每天睁开眼第一件
事就是在手机上看看自己的收
入。”西曹庄村村民曹建设的语

气中全是满足，他入了两股，想“为
自己赚个养老钱”。
西曹庄村还调动有文化、有知识、有

想法的中青年妇女参与的积极性，安排她们
跟随专业研学队伍学习如何当好农民讲师。
这种“培训＋就近就业”的方式，不仅提升了
研学基地的服务质量，而且破解了妇女兼顾
家庭的难题。目前，西曹庄村的研学基地正
在积极申请河南省“巧媳妇”就业基地。

以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

产业逐步壮大，群众逐渐富裕，西曹庄村
趁热打铁，下足功夫完善村内基础设施、美化
村容村貌。浮秀艳灵活运用“筹融建运管”一

体化模式，汇聚乡贤、企业、群众等多方力量
筹备资金，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开展“五
清五拆五整治”和“三通一规范”等中心工作，
将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结合特色产业，更好地
转化为“美丽经济”。

随着“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的推进，道路硬化、管网铺设、墙体美化、
弱电规范等工程实现一次建设、一次到位；坚
持“一绿”到底，村内裸露土地全面实现绿化
硬化美化，栽种本土研发的园晶草、佛甲草，
同时规划停车位、小游园等公共设施，打造玫
瑰长廊景观带、“一村一品”节点和乡愁角，带
动游客前来观赏打卡。村委委员杨芳告诉记
者：“我们村本身就是个小景点，哪个网红来
都会不停拍照、录视频。”杨芳也是村里的宣
传员，直播是她，制作视频是她，接待调研也
是她。“我愿意当这个报喜的‘喜鹊’，把西曹
庄的变化告诉所有人。”

文化滋养让生活有声有色

浮秀艳心中同时为长长久久的思想教育
问题做着谋划。通过资源整合，西曹庄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农家书屋落成，选聘有知
识、有热情、热爱农村事业的青年志愿者入驻
维护引导，成立“西曹庄德馨读书会”，每周六
开展书香活动，推进全民阅读、亲子阅读，将
教育延伸至课外、延伸至周末。村子注重优
秀传统文化民俗传承与发展，以传统节日、

“我们的节日”为契机，在镇村两级的组织下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春节“村晚”、“五
一”诗朗诵、“六一”文艺表演……西曹庄村形
成了重大节庆必有文化活动、平日适时组织
小型文艺活动的常态化模式，既给群众带来
了欢乐，也发展了乡村文化事业，营造出文
明、喜庆、和谐的乡村氛围，引导村民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村民由内心生发出热爱家乡、
心系乡土的热忱，不断转化为振兴乡村的强
大正能量。

西曹庄村的美是每一个村民所能感受到
的美，村民自发创作了《紫藤小镇》《请到曹庄
来游玩》等诗篇和村歌《曹庄美》，村歌被多次
改编为三句半、豫剧、小品等不同作品。

“彩麦田里风吹浪，故王酒坊十里香，丰
收田野研学忙，时代新风高高扬；还是那个老
地方，不再是那旧模样，乡村振兴喜洋洋，和
和美美新曹庄。”西曹庄村村民把美好生活写
进悠扬的歌声中，歌声停留在群众喜笑颜开
的面容里，飘进享受美好生活的心头上。

▲ 史庄镇西曹庄村农耕
文化研学基地。 崔安琪/摄

▲ 研学课堂上的孩子们。
王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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