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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带领乡亲共奔幸福路她们带领乡亲共奔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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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村万帐”激活乡村共富新IP

创富有道有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平日里，她们是操持村事的“家长”，心
里装着村里的大事小情，牵挂着乡亲们的吃
穿住行。在困境中，她们是令人信赖的主心
骨儿，面对冰雹灾害、洪水危机，她们披荆斩
棘、共克时艰，舍小家、护大家；在乡村发展
的大潮中，她们是屹立潮头的实干家，肯吃
苦、敢担当，带领村民共同奔向幸福路……
在黑龙江省宁安市的乡村中，“女村官”们正
书写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产业发展的领路人

“石板田是黑土地中的‘大熊猫’，我
们得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它。”
这是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党支部书记
褚丽娟的一句经典名言，而她也真正把这
片土地变成了村民致富的“金饭碗”。褚
丽娟在省市推进石板米产业化和产区城
镇化建设中，牵头注册成立了玄武湖大米
专业合作社，主营绿色有机无公害稻米种
植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带领合作社精选
良种、推广良法。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在宁安市
海浪镇长胜村党支部书记张波看来，只有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才能走出一条致富
路。受地理位置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长
胜村种植的黏玉米甜度、糯度、口感及营养
价值远超于其他地方。张波认识到，应该
抓住资源优势，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
展与黏玉米相关的农产品，从而带动全村
农民实现增收。

2023年春，张波以村集体的名义向宁
安市乡村振兴局申请到350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长胜村黏玉米生产加工建设项目。经
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一致同意，在长
胜村小学院内建黏玉米加工厂，为生产线
配备播种、管理、采摘、塑封加工等有关设
备，实行流水线作业。同时，张波积极动员

15户村民一改传统的种植模式，集中连片
种植了435亩黏玉米，为玉米加工厂提供
充足的原材料，打造了一个具有本村特色
的产业项目。

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去年8月，鲜食黏玉米已到采摘期，但
厂房还没有建好。为了确保玉米的质量和
口感不受影响，张波几经周折找到了可代
为加工的企业，并希望用直播带货的方式
扩大黏玉米销售渠道，让老百姓的钱袋子
鼓起来。

“刚进直播间的小伙伴，麻烦点个关
注。咱们正在介绍本村种植的鲜食黏玉
米，口感甜糯，不好吃不要钱！”张波带领村
妇女主任尝试直播带货，虽然没有经验，但
朴实的语言、真诚的情感和高质量的产品让
直播间的观众络绎不绝，热闹非凡。2024
年除夕当天的直播就成交800余单，成功将
所有加工完的黏玉米全部卖出。平日里，张
波还将村民自产的寒地果、蔬菜、笨鸡、笨鸡
蛋等产品挂上直播间的“小黄车”进行售卖，
大大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无独有偶，在当地农业部门指导下，褚
丽娟也带大家超前实现了土地流转集约经
营，探索绿色生态有机种植，摸索质量安全
生产可追溯，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基本实
现了品种、耕作、施肥、管理、收割、销售“六
个统一”的标准化生产经营规程。如今，上
官地村全村发展有机水稻种植，还带动附近
村屯种植绿色水稻6000多亩。在乡亲们心
中，褚丽娟已然成为带领大家致富增收的

“领头雁”和主心骨儿。

解决急难愁盼的贴心人

“把村民的小事当成大事，把乡亲的
难事放在心上，才能做好农村工作。”这是
宁安市江南朝鲜族满族乡永安村党支部

书记张义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多
年来，她始终扎根农村一线，积极帮村民
调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对生活有困难
的村民，她登门走访，了解他们的难处，竭
尽所能协调村里资源予以援助。在村民
心中，她任劳任怨、苦干实干，是大家的贴
心人。

脱贫户张占友家条件困难，夫妻俩早出
晚归靠卖菜维持生计。张义波主动承担起
张占友家的家务，帮忙收拾屋子、整理庭
院。去年汛期，连续不断的强降雨冲毁了村
里的农田路，张义波立即组织村两委成员全
面排查协商，出动钩机、铲车等大型设备加
班加点将农田路全部修整完成，保证村民们
顺利进行秋收。为持续改善村内人居环境，
张义波带领村两委以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
利用空地栽种花草树木，通过党员带头示
范、村民广泛参与的形式，激发了大家建设
美丽家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村庄人居环境
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变。

“她们高兴，我心里踏实。”这句简单朴
实的话语支撑着渤海镇莲花一村党支部书
记于树霞在工作中一路前行。每年国庆节，
于树霞不仅组织村里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建
活动，还组织青年党员到行动不便的独居老
党员家探望。“朝阳”护“夕阳”，一行人帮助
老党员清理院落垃圾、打扫卫生、砌石头墙、
坐在炕头唠家常……

重新打了自来水井，更换了自来水管
道，修了灌溉水渠，铺了田间路，安装了太
阳能路灯，还新建了体育广场、礼堂和浴
室，改建了村委会，成立了红白理事会……
上官地村自褚丽娟担任村党支书记以来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褚丽娟也获评全国
巾帼示范基地带头人、黑龙江省三八红旗
手标兵等称号。

在黑龙江小城宁安，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一代又一代“女村官”在乡村全面振兴的
主战场埋头苦干。在她们的不懈努力下，宁
安市的乡村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邵伟
■ 唐涛华

“欢迎家人们来到云妹子直播
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味道甜美
的蟠桃。”近日，在湖南省永州市东
安县水岭乡枧田村电商服务站，主
播唐云云向网友们热情推荐东安当
地的农特产品。

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
“新农活”，在东安广袤田野间越来
越多的女性变身成为“农创客”“直
播达人”，把传统农业和电商平台紧
密结合，让当地农特产品跨越千山
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90后”新农人唐云云自小在
大山里长大，她深知家乡的优质农
副产品销路有限。大学毕业后，唐
云云返乡创立了永州市加隽食品有
限公司，通过“电商+种植”带动当
地特色产业发展，从一名返乡大学
生成长为带领乡亲增收致富的“新
农人”。她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振兴
青年先锋、湖南省劳动模范、湖南省
三八红旗手等多项称号。

“云妹子”的名气不胫而走，越
来越多的村民找上门请唐云云帮忙
销售自家的农产品。为推动东安农
副产品销售，唐云云成立了巾帼助
农直播团队，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
就业，为当地农户带动农产品销售
累计超过1000万元。

“我们公司的工人大部分都是
留守妇女，为了方便她们照顾家，我
采取计时、计件的方式发工资，让她
们在家门口能挣到钱。”唐云云说。

唐云云的走红也是东安县大力
促进女性创业就业行动的生动实
践。为引导和鼓励广大妇女顺应数
字化潮流，东安县抢抓“云端经济”
发展机遇，通过搭建巾帼直播基地、
培育优质巾帼主播等措施，让电商

“小窗口”撬动农业“大市场”，为培
育美丽经济赋能加码。

为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壮大村
集体经济，东安县芦洪市镇组建了

巾帼直播先锋志愿服务队，抖音主播“阿玲嫂”通过短
视频、直播带货等形式，宣传非遗美食东安鸡、橙子糖
等，累计直播助农销售100余万元。

近年来，东安县妇联充分发挥“联”字作用，优化妇女
就业创业环境，以巾帼创业孵化基地为女性搭建致富平
台。该县培育100名“巾帼代言人”，开展直播助农、云端
择业等各种活动，打造妇字号“云代言”服务品牌，使更多
农村妇女成长为“村播”，助力妇女增收致富。目前，全县
电商从业者超过3000人，其中70%以上是创业女性，已
培养孵化女网红主播520人；共创建巾帼创业示范基地
20家、巾帼农业示范基地8家，带动了5000余名农村妇
女实现家门口就业。

为鼓励女性创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东安县妇联
不断调整妇女就业培训思路，依托当地东安鸡制作、编
织等技艺，持续开展直播带货、手工技能、巾帼家政等
培训，培训妇女骨干3000余人次，积极跑项目、搭平
台，累计争取各类妇女创业扶持资金200多万元。

“我们将继续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挖掘巾帼创业平
台的潜力，培树更多的高素质巾帼新农人，为助力妇女
增收致富、创新创业，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东
安县妇联主席刘芳玲表示。

■ 刘海波

白天投身户外运动，夜晚沉浸惬意露
营。日前，2024浙江省“百村万帐”活动在
台州市三门县开帐再启。来自浙江省内外
5000多位露营爱好者相聚横渡镇善见村，
现场游客们以“野”“户外”“冲”为关键词，邂
逅绿水青山，尽情享受夏季体旅文旅融合的
激情。

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的
三门湾畔，因三山矗立而得名，是台州市最
北边的港湾之城、鲜甜之城，不仅有好吃的
小海鲜，还有野趣露营地，吸引着一波又一
波游客。“‘百村万帐’活动，依托当地优美的
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进一步提升了
三门体育产业的发展。”在开帐仪式上，三门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锋介绍，近年来该

县正着力打造体育赋能、文化为美、旅游带
动的文体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据悉，“百村万帐”是由浙江省体育局发
起，浙江省体育产业联合会主办的一系列

“运动+露营”活动，更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
者、户外运动组织者、户外运动传播者和广
大户外运动装备企业共有的舞台。“百村万
帐”以运动振兴乡村为愿景，探索“体育+”
新型产业模式，打造文化消费、运动消费、在
地消费等多元消费场景，多方面刺激乡村经
济发展，助力实现“体育共富”，2022年至今
已举办7站。

户外露营怎么能缺少户外运动？活动
现场，排球在网间飞跃，飞盘划过天际，箭镞
直击靶心，陆地冰壶丝滑移动，还有一群孩
子追逐着“霞光杯”足球，挥洒着金色的汗水
与热情。太阳西落，在阵阵“野风”中，传来

乐队悠扬的歌声，在满天星光的见证下，游
客们尽情释放着夏日的激情与浪漫。“与山
风为伴，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消耗卡路
里，整个感觉可以说是酣畅淋漓。”来自上海
的王先生说，晚上躺在帐篷中吹着海风，仰
望星空太惬意了。

“‘文旅+体育’的深度融合，为乡村全
域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把城市的人
流引到乡村，既是全民健身的需要，更是推
动乡村振兴，带动广大农村地区一起走向
共同富裕道路的需要。”浙江省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2024“百村万帐”活动自此将
一路在浙江“绽放”精彩、传递公益精神，不
仅有诗和远方可以抵达，更在美丽的乡村
嵌入“动起来”的风景，做细“运动振兴乡
村”的理念。

（来源：《文汇报》）巾帼助农直播间。 唐涛华/摄

■ 欧阳易佳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
源，粮以地为本。

一条耕地红线，关乎亿
万人口粮安全，维系着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6月25日是第三十四个全国
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节约
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事关国家粮食安全。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坚
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
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列为
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一，要
求严守耕地红线，完善耕地
占补平衡制度，加强黑土地
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
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补助
水平。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分别
保持在18.65亿亩和15.46亿
亩以上，全国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稳定在315万平方公里
以上，国土空间格局持续优
化。

业内人士表示，耕地保
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突
出把握好量质并重、严格执
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等重
大要求，从压实耕地保护责
任，全力提升耕地质量、改革
完善占补平衡制度。

—— 耕 地 保 护“ 长 牙
齿”，最严密法治赋能最严格
制度。我国耕地保护法律制
度体系不断完善，从修订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到颁布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
保护法》，再到党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
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就
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
止耕地“非粮化”作出专门部
署，端牢“中国饭碗”的法治
成色更足。

今年 6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正式施行，其专设耕地保护
章节，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首
次纳入法律，让耕地保护迈
出更新一步。

——打好耕地保护“守
卫战”，坚决守住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两道红线。“要
稳住耕地面积，确保耕地数
量有保障，首先要坚决整治
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
自然资源部土地工程技术创
新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郧
文聚认为，应构建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新格局，完善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不断更新迭代、健
全完善制度建设。

在安徽省霍山县，通过
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
等技防手段，以“人防+技
防”，打通耕地保护“最后一
米”；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网格员通过监管平台前端手机
App“随手拍”，及时上传疑似违法违规占
用耕地线索至后台，转县（市）、乡（镇）开
展核实处置，系统横向联动至全州行政执
法人员……“人防+技防”，织密耕地保护
防护网，以高质量、高效率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共同守好“饭碗田”。

——用心筑牢良田“耕”基，打赢耕地
保护“持久战”。“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
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要求要非
常明确，18 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
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严守耕地
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
落地”“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这是对粮食
安全新形势新挑战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严
格保护耕地的动员号令。

业内人士认为，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
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确保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和严格管理，避免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占
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节约集约用地，
确保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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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耕地保护“长牙齿”，最严

密法治赋能最严格制度。

——打好耕地保护“守卫战”，

坚决守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两道红线。

——用心筑牢良田“耕”基，打

赢耕地保护“持久战”。

▲

“文旅+体育”的深度融合
为乡村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新活
力。图为活动现场全景。

▲ 游客在活动现场踢球。
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

褚丽娟褚丽娟 张义波张义波 于树霞于树霞 张波张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