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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广袤田野
上，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
图景徐徐展开。一张张美丽的乡村

画卷令人骄傲，一份份突出的发展成果让
人欣喜，这背后离不开一个个“她”。如今，越来
越多的巾帼农人回到家乡，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舞台上大显身手：提升农产品品质、延长产业链、增强市
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推动农旅融合、推进现代休闲观
光农业……她们带领乡亲们在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战场
上挥洒汗水，逐梦前行。

争做兴粮节粮行动派

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比上年增
加177.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为国
之本，民以食为天。端牢中国饭碗，离不开巾帼农人的
广泛参与。

“我是我们泰安市第一批‘正高级’农民！”山东泰安
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薛丽娜的语气中充满了
自豪与骄傲。在2023年年初，薛丽娜拿到了正高级农
业师的证书。

聚焦粮食安全，薛丽娜带领团队建立了600亩农技
推广试验示范基地，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农业大学
等科研院所合作，集成推广小麦、玉米高质高效技术模
式，引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300多个。

安徽省长丰县的种粮大户杨吉云把占地近2300亩
的家庭农场变成“智慧农场”，把测土配方施肥、智慧植
保等新技术应用到粮食生产中，成了当地的粮食高产

“明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农业强国，让我们种

粮人更有信心。”杨吉云说，“农业强首先是农业科技要
强，我也一直在思考‘怎样种粮’，怎样实现‘科技兴
粮’。我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实现新的突破，用好科
技手段，种粮、兴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截至2023年8月，
薛丽娜所在的山东省作为我国第二大小
麦主产省，夏粮再获丰收，还为周边省
份提供了3.4亿斤小麦种子；而2023年

以来，杨吉云所在的安徽
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
田6256万亩，占耕地面
积的 75.2%，以占全国
4.3%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6%的粮食。

“当好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压舱石’，让中国饭
碗装上更多优质石板大
米”，这是黑龙江种米姑
娘陈雨佳内心坚定的信

念。2016年，她回村经营大米专业合作社。经过六年
不懈努力，合作社吸引本村及周边村民157户入社，附
近村屯6000多亩石板田加入订单种植，拉动500余位
农民就业。

立足当地稀缺的石板田资源优势，陈雨佳坚持传统
与现代相融合的种植模式，在适度推广使用现代机械的
同时，坚持因地制宜采取人工插秧、人工除草、人工收割
等传统农耕方式。她坚持科技兴农，安装气象监测仪和
稻田监控器，让石板田区域水稻种植有了数据智慧支
撑，实现了质量安全可追溯。

当好科技兴农答卷人

近年来，多地发挥女科技特派员、乡村女能人、土专
家、田秀才等人才作用，组建巾帼助农科技服务团，开设

“田妈妈”田间课堂，通过送技下乡、科普宣传、基地对
接、上门服务等方式，为农村妇女提供技术咨询、农事指
导，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难题。

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乡悦葡萄园内，葡萄藤已
抽出嫩绿的新芽。2011年，34岁的白领李宇怀揣梦
想回到铜罐驿镇，投入800万元，流转了200多亩土地，
创立了乡悦葡萄园。

在重庆，种葡萄一般只有一季的收成，能不能让葡
萄一年结两次果呢？李宇率先在自己的基地引进晚熟
的紫玛瑙、夏黑、金手指、醉金香等新品种，并采用副梢
摘心等新技术，在多次试验后，终于让葡萄藤结出了二
次果。

为了带动附近村民增收，李宇在九龙坡区农委的带
领和推动下举办了田间学校，为附近种植果树的村民现
场传授先进的果树管理技术。“现在，我们年产优质葡萄
16万斤，单位土地效益成倍增加，村民的年均收入也翻
了几番，相信今年也会有好收成。”李宇说。

奔波在田间地头，经受住风吹日晒，一批批心怀梦
想、情系家国的巾帼农人用科技反哺农业，忙碌在农业
科研一线。

福建省三明市农科院琅口基地的百亩试验田里有
一条百米绿色长廊，由山药的藤蔓装扮而成。这条长廊
的设计者就是三明市农科院副院长华树妹，她从事农业
科技工作18年，专职山药研究16年，从事科技特派员
服务工作8年，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山药姐姐”。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华树妹致
力于山药种质资源研究、新品种选育、新技术研发与应
用，主持的“山药种质资源的评价与创新利用”获2020
年度福建科技进步三等奖。她在各地建立示范基地33
个，面积360多亩，带动1200多户农户用新技术种植山
药、鲜食玉米新品种1.5万亩，实现产值1.3亿元以上，
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

打造特色产业金名片

从东北沃野到云南山区，从巴山楚水到鱼米之乡，
巾帼农人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发展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
农业产业。她们通过种植特色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打
造了自己的品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她们还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手工艺等产业的发展，
为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年丰村，依托“种产结合”的
发展模式，村民们钱包鼓了、日子富了。村党支部书记
王萍告诉记者：“年丰村利用集体土地建立红薯种植示
范基地，种植红薯600多亩，带动60余户脱贫户增收致
富。”红薯之外，年丰村还大力探索特色作物，种植酸浆
300余亩，当年实现净收入50余万元；种植青豆200余
亩，实现净收入70余万元。

3000多公里之外的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
自治县崇德街道岔河村同样通过特色作物——脐橙谋
发展。2020年，首批1000公斤岔河脐橙销往澳门。
2023年，岔河脐橙的种植面积发展到1021亩，种植农
户增加到120多户。“目前，岔河脐橙提供就业岗位56
个，助力村民户均收入从4000余元提高到1.8 万余
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怀仙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不再被视为单一从事农业生
产的地方，迅速兴起的旅游产业成为乡村发

展的新热点。王萍告诉记者，年丰水库环境优美，附近
的长寿老人数量众多，“我们将利用水库资源打造旅游
观光风景区，建立‘康养生态村’。通过乡村旅游为农民
增收创收，让年丰村走向‘丰’年！”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小河乡田心村的小溪河“一河
两岸”风光带位于连云山脉腹地、浏阳河源头，村党总支
书记张细兰向记者介绍，村里将结合环境优势打造乡村
旅游新业态，发展“绿色+”旅游、“农业+”旅游、“非
遗+”旅游、“花炮+”旅游等，用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做好乡村建设排头兵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强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农村妇女积极响应农村人居整治行动，积极参
与美丽庭院创建，改善村居环境卫生。她们还组成巾帼
志愿服务队，参与村里保洁、河道清洁等村容村貌整治，
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做好美丽宜居村庄的绿化、亮化、美化维护工
作，持续推进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湖南省
长沙市宁乡市煤炭坝镇煤炭坝社区（由三个村子
和一个居委会合并而成）党总支书记贺雪辉从保
护生态环境入手，围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走出了一条“红色引
领，绿色发展”的蝶变之路。

在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松山街道代家村，村
党支部书记衣殿英用一口胶东话讲述着代家村的
蜕变。这里曾是一座省级贫困村，全村300多口
人，近七成都是老人。2017年，勤快、能干的衣殿
英被村民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她不负所托，不仅带
领村民走上了致富路，代家村还获评“烟台市美丽
庭院示范村”。

在甘肃省临夏州和政县三合镇前山村妇联主
席马秀琳心中，一切美好都源于不懈追求。她充
分发挥积分超市作用，组织开展“巾帼共建美丽家
园”活动，激发广大群众提高素质改善环境。“今年
在县妇联的大力支持下，村上新建了‘巾帼家美积
分超市’。”马秀琳表示，越来越多的村民和家庭参
与到创建“美丽庭院”、村庄清洁行动中，“巾帼家
美积分超市”正逐步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抓手。

为基层治理贡献“巾帼红”

从“旁观者”成为“参与者”，从“助调解”走向“建新
功”，基层社会治理中蕴含着不可小觑的“她力量”。浙江
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
交”的“枫桥经验”，有效解决了基层各类矛盾和问题。截
至2020年底，绍兴市登记的社会组织共计5480家，备案
的社区社会组织近1.9万家，其中不乏女性身影。

在绍兴，“越地女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指导实践展
示中心，建强“越姐姐”“伊家小姐姐”“娥江女当家”“七
彩玫瑰”“嵊州村嫂”“天姥女儿”等6个区域巾帼志愿力
量，引领全市巾帼志愿力量嵌入基层治理网络，实现组
织全覆盖和力量广延伸；在诸暨，詹萍大姐“坐诊”入驻
到矛调中心的詹大姐工作室，瘦高的她用脚步丈量出民
情；在枫桥镇，活跃着一批枫桥大妈志愿者，由当地热心
公益的妇女组成，她们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创新

“三上三下，民主治村”的枫桥镇枫源村，已建立示范性
“枫桥式妇女之家”，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当好娘家，守
护小家，服务大家。

在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碾子峪镇孤山子
村，大小事务中都不乏“巾帼红”的参与。“村里男性几乎
都在矿上做工，妇女就是治理乡村的骨干力量。”孤山子
村妇联支部书记李海燕告诉记者，村里因为有19个村
民小组，便在此基础上根据户数情况建起了24个“妇女
微家”。大家在这里进行读书看报、学习宣传、矛盾调
解、关爱帮扶等活动。“妇女微家”里大家商议的事情、讨
论的意见、提出的建议等，微家家长们会及时进行整理
汇总上报，随后村妇联会召开妇女小组长会议，再进行

商讨解决和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目前，宽城县妇联又将孤

山子村作为改革试点，探索实施党建、综治、妇联“三网
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宽城县妇联主席吴力华介
绍，“三网融合”就是将62名妇女代表作为网格员，嵌入
党员联户“邻里互助组”，嵌入村级综治网，打通服务村
民的“最后一米”。

激发文化发展新可能

妇女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乡村文明的建设者。
近年来，妇女积极参与民族文化技艺，特别是刺绣、手工
编织等非遗文化的传承；参与乡村文艺宣传队，积极宣
传乡村文明新风；参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争做“最美家
庭”“文明家庭”；树立男女平等意识，自觉抵制高价彩
礼，践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妇女为乡村文化的繁
荣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大秦家街道苇都解家村，村
妇联主席路跃敏牵头办起“村晚”，晚会的主角是解家村
的村民，在舞台上，他们流着汗、鼓着劲儿，用三句半、快
板、小品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讲述着解家村的新变化。

别看一台“村晚”只有十几个节目，路跃敏却要带领
村妇联执委们提前准备一个多月。“有一次筹办晚会，我
一个月就瘦了10多斤。”可路跃敏却乐在其中，“文艺活
动是我们村妇联做好妇女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有时候
跳跳舞、扭扭秧歌，烦心事儿没有了，矛盾自然也没有
了。”

今年春节期间，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举办了雅中
传统村落首届“姑妈回娘家，共思乡情，共念亲恩”民俗
文化活动，来自良上镇永兴村170余名“外嫁”姑娘回乡
探亲，共抒全村家庭幸福年、共筑家国梦的浓浓情怀。

“这是对家庭的感恩，也是对家乡发展的肯定。”永
兴村妇联主席吴金菊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好此类民俗
文化活动，大力营造好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的
文明风尚氛围，开展更多具有少数民族特色、乡村特色
的民俗文化活动，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在推动乡风
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

巾帼新农人巾帼新农人：：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

——摘自中国妇女十三大报告

2023年3月1日，蒋明兰（中）和女飞手陈碧容（左一）、贺妮（左二）、姚莉丽（右二）、吴玲（右一）合影。2015年，在湖北天门从事植保行业的蒋明兰组建了无人机植保飞防
团队。2019年，在妇联的支持下，她的团队组织当地留守妇女进行无人机操控培训，成立女子植保飞防队，为需要播种、打药的农户提供服务，带领她们增收致富。如今，这支
女子飞防队共培训了300多位女学员，其中有37位专职女飞手，她们的无人植保机也越飞越远，从湖北飞到河南、新疆等地。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4416万农村妇女摆脱绝对贫困”

“‘巾帼脱贫行动’圆满收官，培训

760万人次，配合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678亿元，帮助400多万贫困妇女
增收脱贫”

“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农村妇

女素质提升计划’培训800多万人次，
推动妇女创办领办家庭农场、农家乐、民

宿等近 40 万家，建设精品美丽庭院

1000余万户”

“村‘两委’换
届后，村妇联主席
进村‘两委’比例达

99.43%”

“ 新
一届村委

会 班 子 成 员
中 女 性 占

28.1%，比上届提

高7.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