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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张治立

“春节前后，我们就备好了节前、节中、节后三个阶段
消费供应准备，现在光种好草莓还不够，得研究消费者心
理和市场需求细节，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新农人’才
行。”2月18日，针对节后上班第一天的市场草莓需求，
谢秀君胸有成竹地说。

正吃着早饭，丈夫顾国剑的手机上收到一笔微信订
单：草莓哥，你的草莓太受欢迎了，昨天送来的已零售完，
今天再送10公斤。

“这几天草莓销量不错，咱们吃完饭就下园子。”顾国
剑催促着谢秀君。不一会儿，他们夫妇就开车驶出家家
挂着灯笼、贴着春联的村庄，来到果蔬温室大棚区。“这个
季节，其他棚里都是绿的，我的这几座棚已是万绿丛中点
点红了。”顾国剑自豪地说。

2023年8月，新疆库车市比西巴格乡瓜果飘香、菜

园葳蕤之时，这对“草莓夫妇”来到其乃巴格村，村子距离
库车市区10公里，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一处戈壁设施农业
基地。他们承包了5座蔬菜大棚，并租了一个院子住
下。翻地、平地、打梗、铺膜、上滴灌、栽苗……

春节期间，库车市山区有冰雪游，市区有古城游，顾国
剑夫妇的草莓为当地农区增加了采摘游。在库车市融媒体
中心的助力推介下，“草莓夫妇”忙了起来，一边要接待前来
体验采摘的游客打卡，一边要给本地水果商贩配货送货。

日光大棚里的温度保持在20℃左右。谢秀君沿着
棚间小道查看一行行草莓生长情况，时不时弓下身子整
枝打杈。顾国剑则戴上手套、提着筐子采摘草莓，给城里
零售商备货。

“草莓哥、草莓嫂，你们今年没回老家过年吗？”在库
车市区经营水果店的阿丽米热·艾买提，到草莓大棚进货
时问顾国剑夫妇。

“草莓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今年春节离家乡最
远，但我们心里最甜！”谢秀君笑着说。

做有价值的“新农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2月18日上午，龙年第一个工作日，安徽省召开“新春第
一会”。活动现场，当身披绶带的严梅双手从省领导手里接过

“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荣誉证书时，显得激动又振奋。
“这本证书，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企业创业发展十几年

的认可和鼓励，是为安徽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加油鼓
劲。我相信，政企同心、双向发力，必将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活力。”走出会场，作为本次
大会通报表扬的全省100位优秀民营企业家之一，“80后”女
企业家、安徽林海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梅向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表示：“荣誉来之不易，接下来更要撸起袖
子加油干！”

2009年，严梅和丈夫回到家乡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西埠
镇开始创业。从最初的一家花卉苗木公司，到如今集现代农
业科技生态示范园、乡村旅游休闲中心、规划设计院于一体的
全国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十几年来，严梅在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下，持续开发荒山荒坡，建立了5500亩的现代化花卉苗木示
范基地，把昔日裸露荒芜的土坡野地，变成了如今绿意葱茏的
林带，既提升了和县西部丘陵地区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带
动了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应用。

“走进林海生态园，四季皆有美景。”严梅告诉记者，这几
年，企业不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将生态园发
展成为集亲子研学、户外拓展、休闲娱乐、生态农业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

“我们结合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需求，不断‘解锁’新玩
法，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严梅介绍，公司根据四季变化，设
计安排了不同的体验活动，春季有观赏花卉、手工折纸、磨豆
腐，夏季有钓龙虾、采莲，秋季有挖野菜、收花生，冬季有烧烤、
篝火晚会。根据不同群体需求，研发了包含体能、益智、游戏、
农事于一体的研学游活动。

“十几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土地上给予了我
们很多支持。”严梅坦言，企业在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
同时，最大化实现土地的集约效益，通过创新发展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的经营合作模式，实现产供销经营一体化。近年
来，已经带动周边四个乡镇的农民从事花卉苗木种植，帮助
2000多人解决就业问题，帮助139户贫困户脱贫，充分发挥
了龙头企业的辐射推动作用。

记者注意到，截至今年，安徽已经连续三年将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作为“新春第一会”的主角。这次会上，严梅对省
委书记韩俊所说的“安徽发展好，民营经济才会好。民营经济
好，安徽会更好”的深情表述印象深刻。

会议结束后，严梅又马不停蹄赶回和县。她说：“作为扎
根乡村的农业企业，我们将深耕这片热土，在‘乡村振兴+文
旅’等方面不断转型升级，发挥龙头企业优势，为助推安徽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鼓足干劲，加油干！”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咚咚咚……”2月18日，龙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阳光明媚。村主任袁孝鑫起
了个大早，挨家挨户敲门、入户走访。

“村上已经联系好了设计师，免费帮咱们设计，把自
家老屋翻新，改成民宿、餐厅、咖啡馆、创意小店等。我这
次来是先收集一下大家的意向、听听大家的想法。”走进
50岁的村民吴军家中，袁孝鑫开门见山。

“我想腾出自家老屋的8间房做民宿！”吴军笑着
说，前段时间，旅游环线通车后，将下庄和巫山小小三峡、
大昌古镇、当阳大峡谷等景点串联起来，给下庄带来了更
旺的人气，现在来下庄参观、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民宿供
不应求，自己很看好村里民宿的发展前景。

看到吴军对新的一年信心满满、干劲十足，袁孝鑫打
心眼儿里高兴。要知道，曾经的下庄村，四面绝壁，世世
代代几乎与世隔绝。

1997年，时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相林决定在绝
壁上修出一条公路来。历时7年，6位村民为
修路献出生命……2004年，下庄人靠着“这
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
一条路来”的精神，在绝壁上凿出8公里“天

路”，将从下庄到巫山县城的时间从两三天缩短到车程只
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路修通了，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红火，在毛相林的
带领下，乡亲们发展起产业，不少村民不仅自己的住宿条
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还办起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在外工作的袁孝鑫，了解到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后，也动了心。2022年年初，她辞去工作回到家乡，
创办了一间名为“下庄布谷”的扎染工坊。

“我从村里长辈的口中了解到下庄染坊的历史，想把
这门技艺传承下去。”袁孝鑫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为此，袁孝鑫开始通过向老手艺人请教、自己上网学
习、到云南大理实地学习等方式，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练习，逐渐提升自己的扎染技术。

2023年10月，在村民们的支持下，31岁的袁孝鑫当
选下庄村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们迭代升级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

“2023年，村民人均收入1.8万元左右，是修路前的
数十倍。”袁孝鑫自豪地说。“新的一年，我还打算探索直
播带货，助推村里的农产品销售。同时，扩大扎染工艺品
的生产规模，吸引更多村里的妇女到扎染坊工作，实现家
门口增收。”

“靠着‘不甘落后、不等不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
‘下庄精神’，老一辈下庄人走出了一条坚实的脱贫之

路。”袁孝鑫说，“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
手上，我们要传承好‘下庄精神’，去开辟一条乡村
振兴的‘幸福路’。”

带领乡亲走好乡村振兴“幸福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熙爽

大年初九，吉林省东辽县凌云乡华宇家庭农场里人头攒动，
一派忙碌景象。吉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农场主于华喜气洋洋
地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新年开工第一天，农场就迎
来了两拨儿客户。一拨儿来自珲春市养牛场，来学习牛粪养蚯
蚓的技术；另一拨儿客人来自黑龙江，来学习种养结合的绿色生
态养殖模式。”

换上工作服，于华带着记者参观农场的各大养殖区。“这里
是养猪场，目前有400多头猪。2023年，我们突破传统养殖模
式，将微生物养殖发酵床技术引入养猪场，让养殖无异味无污
染、更加绿色环保。”

往前走，映入眼帘的是占地5亩的蚯蚓养殖区。广阔的黑
土地上，一条条隆起的小土包格外显眼，这里就是蚯蚓的生活

区。“猪粪、牛粪倒入蚯蚓养殖场，成为蚯蚓的饲料，蚯蚓的粪土
制成有机肥，可以卖到1吨1000元。”

“家庭农场能有今天，多亏了一次考察活动。”于华告诉记
者，过去，养殖场牲畜粪便堆积如山，让她很是头疼。“2016年，
我去湖北参加考察学习活动，被一张介绍牛粪养蚯蚓、蚯蚓粪种
有机蔬菜的展板所吸引。”在深入学习相关技术后，于华回乡建
立蚯蚓养殖场，不到半年时间，蚯蚓便将牛粪乱堆乱放、污染环
境的问题解决了。

“从此，循环农业的理念进入我的脑海，我运用蚯蚓养殖这
一重要载体，发展绿色循环养殖模式。”随着循环农业产业链的
完善，于华的农场转变为猪、牛、鸡、蚯蚓等多元化养殖体系，大
幅度增加收入的同时降低了经营风险。

绿色循环养殖模式，带来的是红火的好日子。经过多年发
展，华宇家庭农场占地面积达到5.6万平方米。于华说，近几年，
农场还成立了高素质农民教育基地，开办了接待中小学生和幼
儿园小朋友参与农耕体验的研学基地，“我们要把绿色循环理念
传到下一代”。

新年新起点，在甲辰龙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于华告诉记者，
2024年她的发展目标是三个“新”。“推广‘土生土长土特产，原
汁原味原生态’的发展新理念，发展以东北三省省会城市和北、
上、广、深等大城市市场为主的新销售体系，拓展新的合作伙伴
与合作对象。”她说，“2023年华宇家庭农场接待了1万多名参观
者，带动了160多家养殖场、村支部建立绿色循环养殖模式。
2024年，我们希望‘华庭模式’能越传越广、遍地开花，带领更多
农户自主创业、增收致富，立足小产业、做好大文章，为乡村振兴
作出贡献。”

打造绿色循环模式
奔向红火好日子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攻坚克难，进一步完善算网操作系统基础理
论，推进原生业务构建规范与应用生态的形成，支撑算网操作系统落地应
用于‘东数西算’工程。”开工首日，中国妇女十三大代表、网络通信与安全
紫金山实验室科研人员孙蝉娟对新年充满了新期待。

紫金山实验室是江苏省和南京市共同推进建设的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面向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研
究和“卡脖子”技术攻关，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已
正式进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序列。

“紫金山实验室以引领全球信息科技发展方向、解决行业重大科技问
题为使命，这样的定位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和挑战性。“曾在传统通信设备
制造企业工作了10年的孙蝉娟，毅然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进入“做别人未
做之事”的科研领域。

从2020年9月加入紫金山实验室开始，孙蝉娟就带着一往无前的使
命感奋战在科研一线。“因为我们课题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所以对测试人
员能力模型要求很高，半年时间内，我组建了一支包含网络、云、区块链等
多方向的测试团队。”孙蝉娟介绍，她带领的测试组主要承担了云原生算
网操作系统的测试、验收、交付工作，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
新中心互联试验示范项目等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的测试及验收工作。

在测试组成员中，女性占比很大，同为女性，孙蝉娟更懂得将心比心，
从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实际需求出发，为伙伴们排忧解难，“我们有同事家

人生病，需要请假时间较长，我们组的其他同事都会
很热心地分担工作。”

为了更好地为女性科技工作者提供关心和帮助，
2023年10月8日，紫金山实验室成立了妇联组织，孙
蝉娟当选为紫金山实验室妇联副主席。成立妇联之
后，孙蝉娟牵头拟定了《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
室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
若干措施》，为女性科技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农历新年前，实验室妇联推动举办的首期寒假
托管班受到了科研人员的一致好评，实现了上班、带
娃两不误。”孙蝉娟展望道，“新的一年，实验室妇联将
针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亲子关系主题沙龙活动等。此外，还将举办科研走进
课堂活动，组织女性科技工作者走进学校、走向社会，
宣传科技的魅力和能量，为国家积聚潜在科研力量。”

紫金山实验室妇联副主席、科研人员孙蝉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 文星

农历新年正月初九，走进贵州省凯里市舟溪镇曼洞村青曼
苗族织锦非遗工坊，50余名绣娘正在赶制今年第一批订单，一
派繁忙景象。

“去年工坊创收20多万元，新的一年，我打算开发一些小的
工艺品，为古老织锦注入现代元素，把民族特色产业更好地做出
品牌、推向市场。”工坊负责人潘英正在织机前制作着龙年主题
织锦作品。

“我8岁就跟着母亲学习刺绣、织锦，祖辈的技艺到我这里
已经传承了六代。”潘英是村里众口交赞的党员致富带头人。在
悠久文化、浓郁风情沁润下的苗乡女儿，一架织机，十指春风，数
纱挑线间便织出苗族世代文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苗族人世代以农耕为主，久居深山，织布为裳，潘英却说：
“搁在以前，传统织锦手艺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很多青年男女出
走大山，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

看着蒙尘的织布机，祖辈传承的技艺束之高阁，怎样让民族
文化传承结出“致富果”，潘英思索着。然而，这条路并不平坦。
为开阔眼界、磨炼技艺、提高本领，她四处拜寻名师、孜孜求学，
参加苏州“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培训”以及所在州市组织的致
富带头人培训，希望能够带领身边妇女利用手中的技艺走出生
活困境……如今，苗族织锦已经成为青曼苗寨的文化名片，潘英
也成长为当地有名的绣师、党员致富带头人和国家级非遗
项目苗族织锦技艺的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0年前，我带着同村36名妇女和孩童刺绣、织锦，想着把
这门手艺传承下来。”潘英侃侃而谈，“后来又开办苗族织锦技艺
培训班，在村里小学设立传习所，牵头成立苗族织锦合作社、非
遗工坊。”还担任凯里市“锦绣计划”培训班讲师的她，累计培训
绣娘1800余人次，同时发展传承徒弟60余人，推动了青曼苗寨
刺绣产业个体户壮大到30余家。

近年来，凯里市以实施“三名工程”、拔尖乡土人才培养“双
百计划”等人才评选培养计划为抓手，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
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乡土人才队伍。潘英欣慰地看到，随着

“锦绣计划”在凯里持续推进实施，多形式开展刺绣技能培训，大
批优秀刺绣人才脱颖而出，“仅2023年，我们就有20名绣娘荣
获‘省级最美绣娘’称号。”

阳光照进工坊，绣片闪闪发亮。织锦近60年的潘英在织机
前通经回纬，紧梭牵杼，往复间，一经一纬一甲子、一岁一年一光
景。“新的一年，还是希望能整合资源加
大对刺绣人才创业就业支持，在场地、资
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促进
苗乡妇女就业创业、增收致富。”

织出苗族世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岁序更新，春回大地。龙年开工第一
天，女科技工作者、巾帼“新农人”等女性工
作者提神鼓劲，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
投入到工作中。在广袤的田野上，在繁忙的
车间里，在精益求精的科研一线……巾帼身
影处处闪现，巾帼力量频频涌动，为乡村振
兴增添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续航。

安徽民营企业家严梅

重庆“90 后”
村主任袁孝鑫

为女科技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

吉林家庭农场主于华

苗族织锦技艺
传承人潘英

新 疆 草 莓
种植户谢秀君

潘英潘英（（右二右二））引导苗族女孩传承苗绣技艺引导苗族女孩传承苗绣技艺。。

于华（左一）向参观人员介绍蚯蚓养殖技巧。

袁孝鑫展示自己的扎染手工艺品袁孝鑫展示自己的扎染手工艺品。。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唐奕唐奕//摄摄

孙蝉娟

谢秀君夫妇向记者展示自家的草莓谢秀君夫妇向记者展示自家的草莓。。

严梅

新春 基层基层 特别
报道 开工第一天开工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