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 帅刚社 张小兵

一位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作为有多大？
阳春三月，来到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杨庄

村，一个个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处
处和美乡村建设发展的美景，一件件令人翘指
点赞的创业之举似乎给出了答案。村民曹小
红高兴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农村
的发展和变化，今天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
岳书记当记头功！”

曹小红提到的岳书记名叫岳彩霞，是华亭
市河西镇杨庄村党总支副书记，她用一双巧手
带领村民走出一条致富路。

找路子、迈步子，她是——
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女人坊里，巾帼挑大梁，一片深情化作致
富彩虹桥，一双巧手拓开乡村振兴路……”
2023年2月，第六届感动平凉道德模范颁奖典
礼上，组委会给岳彩霞的颁奖词既是高度褒
奖，也是真实写照。

2013年岳彩霞开始学习养殖知识，办起
了一个小型养殖场补贴家用。养猪又脏又累
又臭，很多人很嫌弃。但岳彩霞说：“为了改变
现状，能让老人孩子过上好日子，再苦再累都
愿意！”

从起初对养殖不懂不会，到不断摸索逐渐
掌握繁殖、育苗、防疫、育肥等技术，她最多时
养了近60头猪，攒了些钱后及时翻修了房子，
让老人和孩子住上了新房，生活条件改善了，
在村里逐渐有了名气。

“一家富不算富，大家富才叫富”，2016年
6月，镇妇联组织留守妇女到平凉市崆峒古镇
参观手工艺品展览，正是这次参观让岳彩霞眼
界大开，一个带领群众致富的计划在她心中开
始酝酿。

河西镇距市区较偏远，年轻人大都外出务
工，而在家留守妇女较多，她想组织妇女发展
手工制作带领乡亲们致富。

当时，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她的想法
和提议很快得到镇党委和妇联的大力支持。
2018年，岳彩霞注册成立华亭市“彩虹桥”民
间制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启集手工制作、民
俗文化、非遗传承及种养一体化经营的产业模
式。

“仿真花制作需要人多，也没啥过高技术

要求，非常适合留守妇女利用闲暇时间制作。”
岳彩霞还请来技术人员给大家组织培训。

一年创业和发展，广阔的市场让岳彩霞提
振了干事的信心，也让她看到了女人坊的发展
前景，于是，她决定扩大生产规模组织更多人
参加。

在华亭市的政策扶持下，岳彩霞成立了河
西镇仿真花就业帮扶车间。从起初女人坊加
工单一花型，到现在车间能加工满天星、梅花、
葱花、藤条、雪球等110多种花型，工人从起初
仅有几十人到现在有固定员工750人、兼职员
工1500人，还吸纳了26名残疾人参加，车间
累计创收200余万元，她迈出了个人致富到大
家同富这一步。

大爱无私天地间。“成立车间就是想带领
更多人致富，让大家通过劳动走上致富路。”岳
彩霞说，“车间还聚焦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残疾
人及弱势群体，通过现场实训、上门服务、一对
一指导等方式，先后为全市2000多名群众开
展仿真花订单式培训36期，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就有408人。”

近年来，岳彩霞带动周围群众实现就近就
业，仅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有5万元，助力

群众增收致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迈入“新
天地”。

接地气、沾泥土，她是——
党的声音的宣传员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利召
开。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岳彩霞现场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她心潮澎湃。

回家后，岳彩霞把二十大报告研读了10
多遍，还结合身边的变化，凭借自己的理解对
报告进行“翻译”。一字一句对照原文，她梳理
出很多“简答题”，而后，从乡村面貌、生产生
活、看病就医等群众看得见、能感知的方面入
手，采取新旧对比的方法，认真寻找最有说服
力，群众听得懂的答案。

土坯房变成砖瓦房、旱厕所改成水厕
所、土石路修成水泥路；从吃窖水到吃自来
水、从出门骑车子到坐公交、从看病掏腰包
到合作医疗；家家用上了互联网、人人参加
养老保险……

那段时间，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宣讲
团成员，岳彩霞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她结
合成长经历、奋斗故事、切身感受，到乡镇、村
社、机关宣讲了120余场，一场场接地气的宣
讲深受干部群众的欢迎。

让党的政策和声音直达基层，岳彩霞就像
是群众身边政策宣传的高音喇叭，用行动架起
了党和群众间的“连心桥”，引导大家听党话、
跟党走、感党恩。

“把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好，把各级政策方
针宣传好，是个细致活，更是个技术活！”岳彩
霞说她想了不少办法。

每年全国“一号文件”发布，全家和省市召开
两会，省委、市委相关政策出台，岳彩霞都要先学
一步，认真研究和理解具体精神。“只有自己学深
了、悟透了、掌握了，才能给群众搞好宣传。”

岳彩霞是个热心人。前两年，农村“厕所
革命”作为乡村振兴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推广
实施，而启动前期从动员、推动、落实……一系
列工作在推动时却陷入了瓶颈。

原来，村民对粪便无害化处理概念模糊，
加之长期使用旱厕的习惯根深蒂固，对“厕所
革命”重要性认识不足，好好的旱厕为啥要
改？农村不像城里改了有啥必要？面对群众
的不理解，岳彩霞协助村上一家一家给大家讲

“改厕”政策，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后来，厕
所一个个改了，政策落地也执行了，人居环境

和空气质量也都好了，群众对“改厕”越来越认
可，山清水秀、家园和美的幸福感越来越高。

以同心、连同枝，她是——
振兴发展的远行者

生活小康了、群众富裕了、乡村和美了，岳
彩霞把河西镇陇原女人坊打造成了华亭市产
业发展一个成功品牌，也带动了全市妇女创业
工作的大发展，可她说振兴发展的路依然很
长。

这两年，岳彩霞在帮助河西镇村民加工制
作仿真花走上致富路的同时，还针对其他乡镇
村民的意愿，又在策底镇、神裕乡、西华镇等4
个镇建起5处订单加工点，“车间+加工点+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日趋成熟，辐射带动更多
乡镇和群众参与。

岳彩霞先后到天津、重庆、成都、扬州等地
考察学习，不断开阔思维和眼界，注重学习农
业、手工加工等方面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创业经
验，分析对比优势不足，在扬长避短中寻找乡
村经济产业发展的生机。

2023年，当选为河西镇杨庄村党总支副
书记的岳彩霞干劲更足了。在各级政府支持
下，她投资170万元对原车间进行升级改造，
建成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全仿真
花加工产业链，产品类别扩展到家居摆件、婚
庆饰品、DIY手工拼装花艺玩具、教学产品等
五大类，不断延伸仿真花生产链条。如今，车
间与省内外多个销售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提
供就业岗位 3500 多个，年均创收 400 多万
元。

去年，岳彩霞又投资了50余万元，引进了
10台定形机、射骨机和冲床机，提升仿真花生
产质量。又入股仿真花加工厂，成立锦尚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采取“企业+村集体+农户”的
发展模式，每年按入股资金总额5%给村集体
保底分红，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

多年来，岳彩霞的艰辛付出换来了充分肯
定和褒奖，她先后被表彰为“甘肃省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称号，2023年3月，她再次被全
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对此，岳彩霞总是说她只是干了一点儿小
事，组织却给了她这么高的荣誉。在乡村振兴
的征程上，她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执着和奉献为
党旗争辉，实现了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
丰收”。

内蒙古达拉特旗：

政策速递速递

巾帼新农人新农人

图片新闻新闻

主编 李雪婷 编辑 田梦迪 美编 张影 责校 尹燕琴 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发展周刊 CHINA WOMEN’S NEWS6 乡村振兴

““精彩精彩””带富路带富路““霞光霞光””暖乡亲暖乡亲

看乡村看乡村美丽庭院·

重
点
提
升
玉
米
和
大
豆
产
能

——记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杨庄村党总支副书记岳彩霞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陈燕

在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二六七二街道东
高河村，一些长期闲置庭院或坍塌破旧的老
建筑等资源被整合利用，打造成西餐厅、美术
馆、特色火锅店、小超市、民宿等场所。发展

“庭院经济”使闲置院落变身旅游休闲消费新
场所，成为吸引周边地区众多游客拍照打卡
的美宅小院，也为村民增收致富增加了就业
新渠道。

位于东高河村古街巷内的老宅基本上都
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门楣上鱼鸟梅
竹的彩绘栩栩如生，爬满藤蔓的石头墙……每
一处建筑细节都透露出乡村小院的淳朴和自
然之美。但因村民搬至新房区，老宅长时间无
人居住，年久失修，残垣断壁，杂草丛生。

东高河村以打造河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为契机，同时学习浙江“千万工程”成功经验，
结合本村实际，通过对村内的40余套闲置庭
院进行整治，改造成农家小院，开发团建餐饮、
露营烧烤、休闲采摘、亲子互动等功能，让房前

屋后的“一亩三分地”变成茶余饭后的“休闲之
地”和“创收之所”。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改造后的其
中一座农家小院——草舍，不免让人有种仿佛
已到云南丽江的错觉，映入眼帘的潺潺流水，
烟雾缭绕，古风的纱帘随风摆动，木质方桌上
一壶热茶正冒着热气，惬意悠然的气息弥漫在
整个院落，焕发出别样的魅力，成为一处迷人
的茅草网红打卡点。改造后的农家小院，不仅
保留了原始的田园风光，还融入了现代的设计
元素，让整个小院既有古朴的韵味又不失时尚
的气息。在这里，游客既可以品味特色野生菌
火锅，还能感受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体验到心
灵的放松与愉悦。

家住丛台区的李楠就是看中了这里的乡
村慢节奏，特意选择节假日带着女儿和闺蜜来
尝尝“火锅村”的火锅，顺便放松一下工作的紧
张。“坐在小院的竹椅上，手捧一杯热茶，看着
孩子们在身旁嬉戏玩耍，我们几个闺蜜吃着坚
果和精致的小点心，在这里消磨一天的时间，
也就花个两三百元，抛开生活的压力和城市的
喧嚣，感觉好极了！没事儿我们还会再来。”李

楠说。
在附近散步的游客王先生说，他通过抖音

知道东高河村，带着家人从邢台开车40多分
钟找到了这里。“村里不仅有中式茶饮，也有西
式的咖啡，有火锅店有民宿，河岸边看桃花含
苞待放，花田旁赏乡村美景，村里的慢生活让
人感觉挺舒服。”

正在厨房忙着择菜洗菜
的本村村民孔大妈说，家乡的
发展越来越好，没想到自己这
把年纪了在家门口能找到活
儿挣到钱。“我在这里上班已
有半年多了，小院生意不错，
几乎每天都有客人，虽然忙碌
但是特别开心，每个月能挣
2000多元。”孔大妈说。

据草舍创始人赵雨介绍，
自开业后，下午和晚上来小院
拍照、休憩、聚餐的人络绎不
绝。每个月的营业额都在2
万元左右。

东高河村还积极引导村

民群众经营农家乐饭桌、因地制宜利用闲置庭
院、房前屋后空闲土地发展多元化“庭院经
济”。这一举措，让闲置老宅得以盘活利用，打
通消费新路径，房主多了一份租金收入，村民
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
更提升了村庄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记者 8 日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了解到，国务院近
日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 产 能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4-2030年）》，全面实
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国
家粮食安全根基。

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
年实现新增粮食产能千亿斤
以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进一步增强。行动方案明
确了“巩固提升口粮、主攻玉
米大豆、兼顾薯类杂粮”的分
品种增产思路，提出巩固提
升优势产区，挖掘其他地区
潜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格
局。

行动方案出台的背景是
什么？如何确保完成新增千
亿斤粮食产能目标？新华社
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负责人。

问：行动方案出台的背
景是什么？

答：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
恒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已
经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
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到493公斤，国家粮食安全
总体有保障。同时也必须看
到，随着我国自然资源环境
约束进一步趋紧，居民食品
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粮食需求
持续增长，粮食供求紧平衡
态势将长期存在，在未来一
段时期，现有产需缺口可能
进一步扩大，需进一步提升
粮食产能，有效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农
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
了行动方案，经国务院常务
会议讨论通过后，日前已由
国务院印发实施。

问：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的
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从耕地、水利、种子、农机、化肥农药、
耕作技术等着手，加强衔接配合和技术集成创
新，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大力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走基础设施完善、科技支撑有力、集约
节约绿色的增粮之路，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
根基。

坚持立足国内、端牢饭碗，把解决十几亿人
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坚
持依靠科技、集成配套，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
害，推动良田良制并举、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
融合。坚持优化结构、绿色增粮，着力提高粮食
供给质量。坚持适度规模、集约经营，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坚持完
善政策、压实责任，形成支持粮食产能提升的工
作合力。

问：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有
哪些主要目标？

答：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新增
粮食产能千亿斤以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
一步增强；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在17.5亿亩左右、谷物面积14.5亿亩左
右；粮食单产水平达到每亩420公斤左右。

品种结构方面，综合考虑今后一个时期不同
粮食品种消费需求变化趋势，行动方案明确了分
品种增产任务，将产能提升重点放在玉米和大豆
上。按照“巩固提升口粮、主攻玉米大豆、兼顾薯
类杂粮”的思路，水稻、小麦重在提升品质、优化结
构，玉米重在集成配套、主攻单产，大豆重在多措
并举、挖掘潜力，因地制宜发展马铃薯、杂粮杂豆
等品种，根据市场需求优产稳供。

区域布局方面，主要是根据粮食生产现状和
未来增产潜力，巩固提升优势产区，挖掘其他地区
潜力，调整优化粮食生产格局。行动方案明确了
六大片区、不同省份的产能提升任务，并在全国部
署了720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带动重点粮食
品种和产能提升任务有效落实。

问：围绕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一步
有哪些工作考虑？

答：行动方案围绕粮食生产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谋划部署了农业节水供水、高标准农田建
设、种业振兴、粮食单产提升、粮食绿色生产、农业
机械化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盐碱地综合利用、粮
食加工仓储物流能力建设等9项支撑性重大工
程。具体实施过程中，将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
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多渠道筹措资金，合理安排建
设时序，扎实推进工程建设，有效改善农田水利等
基础设施条件，加快补齐种业科技创新等短板弱
项，切实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河北邯郸河北邯郸：：闲置老宅成网红小院闲置老宅成网红小院
“小庭院”变身“经济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文/摄

“以往印象中的草莓是长在地上的，
要弯腰才能采摘。可这儿的草莓长在空
中，高度还能自由升降，采摘也不费劲。
节假日我就带着家人来这里玩，小孩的
游乐项目也很多，感觉时间过得非常
快！”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广汇·绿沃川现代数字农业科技产业
园空中草莓温室里，从呼和浩特专程来
游玩的市民仇萍一边摘草莓一边对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据内蒙古现代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尚广飞介绍，现代数字农业
科技产业园位于达拉特旗王爱召镇生成

永村，先期投资 2.4 亿元，占地约 330
亩。“我们目前建成的空中草莓温室2.8
万平方米，还有智能蔬菜工厂、特色瓜果
温室、水果玉米加工车间等。空中草莓
是运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无土栽培技
术，高度还能上下升降，方便游客采摘。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下面有了一个巨大
的活动空间，能吃能玩能运动，也可搞生
态婚礼、大型团建活动等，让大家尽享草
莓盛宴。”

截至目前，园区所有智能温室已全
部建成投产，项目年均销售收入约4500
万元，带动就业500余人。开展各类研
学实践活动15场次，有效提升了产业园
项目的品牌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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