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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未圆

“落笔千行颂家乡，谷子地里学文章。今
天重新认识一下你们眼前的这位半百大娘，爱
诵读，爱诗行，沾着泥土书写家乡。”头戴大草
帽，扎着低马尾，视频中一位年过半百的农妇
站在谷子地里笑着吟诗。

她叫吕玉霞，是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坦埠
镇水明崖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也是在抖音上拥
有近41万粉丝的“沂蒙二姐”。她在账号简介
中写道：“我是‘70’后沂蒙山桃农，因年过半百
坚持创作和学习被大家熟知，希望做一个终身
学习的现实主义新农民。”

文学是消解劳累的良药

吕玉霞的父亲年轻时在乡村学校担任语
文老师。受父亲影响，她对诗歌与写作的喜爱
在幼年接触语文课时就开始了。那时候，她喜
欢背古诗文，喜欢做语文作业，作文常常被老
师拿着当范文读给全班学生听。

长大一些后，严重的偏科使她放弃考学。
15岁那年，初中毕业的吕玉霞去邻近的坦埠镇
一家国棉厂当起了纺织女工。在纺织车间，吕
玉霞得同时看着16台机器，且必须一刻不停
地在机器间行走，车间连续不断的轰隆声格外
刺耳。

那时候，订杂志、写感悟成了吕玉霞生活
中唯一的念想。“要积极努力，像师傅一样，当
技术员，当操作能手。”她在日记本里默默写下
对未来的畅想。让吕玉霞开心的是，车间里有
位同样喜好诗歌的女孩，她与吕玉霞负责的机
器相邻，当机器全部转起来时，她们便偷懒玩
一阵子：拿粉笔在机器上对句子，一人写上联，
一人写下联。有时，交班以后她们也一起探讨
《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诗。

这些时刻不仅消解了吕玉霞在纺织厂的
劳累与无聊，也让她在文学领域得到了锻炼和
成长。谈婚论嫁后，在成为妻子、成为儿媳、成
为母亲的这些年，吕玉霞对写作与表达的渴望
一直没变。每当在纺织厂做工觉得枯燥或是

在农田里干活儿觉得劳累时，她都会一头扎进
文学的世界，她说：“有诗歌美文陪伴，我就不
觉得时间难熬。”

夜晚是吕玉霞灵感迸发的时刻，她有些
完美主义，经常为了一个字词反复斟酌，直
至凌晨。多数时候，她因找不到分享对象而
感到孤单，她想找个地方——一个精神世界
般的地方，用诗词般的美文表达生活感悟，
与未曾抵达过的很多地方的很多人交流、联
结。

以诗会友，评论区成了“学习富矿”

2022年5月，吕玉霞开始在抖音上分享自
己的故事和感悟，她觉得，“抖音是一个用户量
庞大的开放平台，在这里也许能遇到同频的朋
友”。

起初，吕玉霞在发视频这件事上畏首畏
尾。一方面，她因书读得太少而缺乏自信，总
担心自己写得不对、不好，被人嘲笑；另一方
面，当她在田地里拍视频时，一旁的丈夫总会
反对：你到底是来干活还是来玩的？他担心吕
玉霞因这件事耽误干农活。那时候，她总是偷
偷拍。

在那些充满真挚情感与诗意的短视频里，

吕玉霞总是面向镜头，满脸笑盈盈，身后是温
柔绵延的农田山野，耳边是她乐观爽朗的声
音，有时讲述农家生活，有时分享情感语录。
渐渐地，她质朴真实的视频吸引了不少粉丝，
大家开始在评论区点赞这位喜欢作诗的农妇。

吕玉霞谦虚地解释：“与其把它称为‘诗’，
我个人更觉得是‘顺口溜’，因为我没有经过任
何专业培训，不懂诗行，不懂韵律，读书只读到
初中，没有那么高的文化！”

看到大家满满的善意，吕玉霞渐渐放开了
手脚。“映入眼帘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壮
阔的画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岁月静好的
美丽诗篇……”为了让新来的粉丝们熟悉自
己，她经常通过诗歌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

评论区的网友也不甘示弱，纷纷作诗回
复：“敢问二姐，你是喝李白的酒？还是品了杜

甫的汤？不然怎么可能出口成章？”“沂蒙山下
耕读大娘，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你的红薯已经
装筐，我的烤炉火苗正旺。”……

有一次，吕玉霞提到家乡湖面的波浪时，
网友在评论区写道：皱起的波浪。“皱起”瞬间
为吕玉霞打开“新世界”：“哇——形容波浪可
以用‘皱起’两个字。”吕玉霞将这个词记了下
来。

这样的事多了，吕玉霞便渐渐把评论区当

作自己的“灵感富矿”，遇到粉丝们写在评论区
的优美句段，吕玉霞的第一反应是找来老花
镜，拿起笔，把它们抄录在笔记本上，反复读。
有时候，它们也会成为吕玉霞继续创作的灵感
来源。

学习知识是一方面，对吕玉霞而言，更重
要的或许是她在评论区留言里一点点收集起
来的自信与力量：“他们的留言是我花钱进课
堂都不一定能学到的。”

谁说追求诗和远方就不能挣碎银几两

有一次，吕玉霞在山上摘香椿的视频突然
爆火，评论区有人直接留言求购。她有时会直
播跟网友聊天，大家也会出主意：“二姐既不是
才艺主播，也不走颜值路线，既然身边有这么
多原生态农产品，能不能推荐给大家啊？”

听得多了，吕玉霞也动过心思，看着村里
70多岁的桃农还要早出晚归卖桃子，她也想尽
自己的力量帮帮忙。一开始，吕玉霞内心觉得
过意不去：别人是喜欢你发的短视频，所以关
注你，但你怎么也带货呢？但董宇辉的出现解
开了她的心结——原来，带货也意味着文化盛
宴和丰收之喜。

今年夏天，吕玉霞通过抖音电商卖出了近
两万单蒙阴桃子，从最初售卖自家的桃子，扩
展到身边老乡、邻村的桃子，这种方式使售卖
桃子更加便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桃农，不
再需要亲自挑着担子或开着三轮车，把桃子带
到市场卖。

看着一单单桃子卖了出去，乡亲们对吕
玉霞的肯定与认可不时传到丈夫的耳朵里：

“50多岁了还会发抖音，还行嘞！”“真不错，全
国各地的人都知道咱蒙阴的桃子好吃了。”丈
夫对吕玉霞“玩”抖音的态度由反对转为支
持。现在，他尽可能少地让吕玉霞干农活，当
吕玉霞在田地直播很久时，他还会送饭支持。

关注的人多了，不同声音也随之而来：“这
背后肯定有团队。”“写诗就写诗，怎么还带上
货了？”……

对此，吕玉霞写诗回应道：“谁不想策马扬
鞭奔向诗与远方，谁不想功成名就富甲一方？
放下遥不可及的梦想，像这成熟的谷穗一样吹
自己的风，做自己的景，即便生活不够晴朗，我
们也要努力地学会自我欣赏。”

在文学世界中徜徉多年，吕玉霞有自己的
办法和各种声音和解。当看到乡亲们把农产
品卖出去的笑脸时，她更坚定了“让更多人了
解家乡、喜欢家乡的农产品”这个目标。

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抖音
电商联合抖音公益推出“美好中国丰收季”助
农活动，推动地方农产品上行。8月22日至9
月30日，平台将优选陕西猕猴桃、甘肃花牛苹
果、四川会理石榴、黑龙江五常大米等多地物
产，通过短视频、直播、商城货架专区等多元渠
道，跨越山川，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到时候，
山东本地的秋月梨也将来到吕玉霞的直播间。

“除了种田、做纺织女工，我还能够把有价
值的东西带给别人。”吕玉霞说，自己也在这个
过程中收获了人生新体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太兴奋了，俺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做梦
也没想到能登上全国大赛的舞台参加比赛，感
觉就像参加了奥运会一样骄傲和自豪……”刚
刚参加完8月31日至9月1日在山东省聊城市
东阿县举办的大地流彩·2024全国和美乡村

“村舞”交流展示活动，东阿县妇联执委、郭口
村黄河大秧歌妇女微家家长张爱红激动地
说。她带领的黄河大秧歌微家“女团”与来自
全国21个省（区、市）的近500名“村舞”爱好者
同台竞技、秀出精彩。

源自乡村 富有农趣

据了解，该活动是“大地流彩——全国乡
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律动和
美乡村 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让广大农民以

“村”为平台，以“舞”为媒介，交流展示源自乡
村、富有农趣的广场舞和乡村传统特色体育、
文化艺术项目。活动同时设置了线上“村舞”
展示，累计共收到线上参赛作品11804部，参
与人数超15万。

据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负责同
志介绍，“村舞”以广场舞为主要表现形式，扎根
乡村，紧贴农民。“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

振兴在行动”
推出“村舞”交
流展示活动，
就是要将广场舞等
农民喜闻乐见的文
体活动打造成乡村
艺术文化磁场和农民风采展
示平台，让广大群众在村头溪边、田间地头、集
市广场韵律舞动、各美其美。

经过激烈角逐，山东省最终派出三支队伍参
赛，其中两支为聊城市东阿县妇联执委领办的巾
帼舞蹈队，均荣获佳绩。东阿县妇联兼职副主席
王玲领办的东阿夕阳红艺术团妇女微家下的快
乐健身队，编排的快板串烧《乡村振兴》荣登线上
全国十强榜，线下参加“三农”情怀组比赛，获得
三等奖；东阿黄河大秧歌妇女微家编排的《双脚
踏上幸福路》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而王玲也作
为领舞嘉宾带领来自全国各地舞者同跳《火红的
萨日朗》，成为开幕式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聚焦“小兴趣”构建大格局

“我们最初就是因为喜欢跳舞聚在一起
玩，正好咱县体育局的王玲主任也有相同的爱
好，而且她非常专业，我们就跟着她学习。县
妇联看到我们这个群体大部分都是女同志，主

动靠上来服务，给我们搭
建了不少展示平台，也帮
助我们赢得了不少荣誉，
我们的队伍能坚持这么
多年，还走上了全国舞
台，离不开妇联组织和兼
职副主席王玲对我们的
支持和帮助……”东阿夕
阳红艺术团现任队长陈
桂凤介绍说。

东阿县妇联按照“哪
里有妇女群众、哪里就有妇
联组织”的要求，把脉妇
女群众需求与关切，以妇
女群众爱好广场舞这一
“小兴趣”为切入点，广
泛对接资源，派员紧
跟服务，吸纳东阿
县教育和体育局党

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王玲为东阿县妇联兼职副
主席，以执委领办项目的方式对全县健身、舞蹈
等活动队伍进行统筹服务引领，将东阿县夕阳红
艺术团建设成东阿县夕阳红艺术团妇女微家，使
之成为最细微、最活跃、最贴近居民生活的妇女
活动服务平台。

在王玲的带领下，东阿县夕阳红艺术团妇

女微家每年开展各类巾帼志愿服务活动，通过
“送健身下乡活动”到各镇（街）进行技能培训、
展演、科学指导。已辐射指导建设城区舞蹈队
伍25支，村级广场舞队伍385支，扶持成立村
级广场舞妇女微家80多个，真正实现了1个微
家带全盘的妇联组织建设格局。

服务“一支舞”凝聚万人心

“我们积极响应妇联号召，经常到乡村开
展志愿服务，既演出也给乡村的姐妹培训，更
重要的是紧跟形势进行政策解读宣讲，越来越
多的农村姐妹们愿意来听来学，大家一起收获
了健康和幸福，我觉得很有意义，也觉得自己
很有价值！”东阿县夕阳红艺术团妇女微家骨
干、县妇联原主席、党员姜凤英说。

健身更要健心。东阿县把广场舞妇女微家
作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引领妇女思想的柔性引
擎，充分挖掘每个人的特长，凝聚起退休干部、教
师、党员等一批文化素养较高、政治素养过硬的
先进妇女成为微家骨干，分组带队伍，结合妇联
在家庭建设、权益保护、妇女发展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平日里拉家常、谈情感、调矛盾等方式化解
一些妇女生活中的小困惑，带动了一些单身老
人、失独老人也逐渐加入进来，融入了快乐的小
团体，情感上得到了慰藉。同时，东阿县妇联在
全县各广场舞妇女微家中大力推行“舞前十分
钟”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讲解法律法规、妇女权益、家庭教育等，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爱党、
爱国、爱家乡。此外，东阿县妇联不定期组织健
康义诊、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项目走
进各妇女微家，有效推动了农村（社区）社会的文
明、和谐与稳定。截至目前，东阿县“舞前十分
钟”宣传活动遍及全县385支舞蹈队，宣讲次数达
4000次，受众人数达3万余人。

如今，农村、社区中总能看到妇女在练习
舞蹈、唱歌、器乐，夜幕降临时，社区广场、百姓
大舞台更成了歌的海洋，舞的天下。

王玲说：“我们妇联通过一支舞凝聚起了
上万人，又以舞为线，串联并融入了更多的思
想和智慧，广大姐妹们真是不知不觉间开开心
心地收获了很多，聚集人不难，凝聚心不容易，
庆幸的是我们做到了！我也希望我们东阿的
姐妹们有更多的机会走上更大的舞台！”

本期关注关注

日前，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乡村医生培训项目
2024启动仪式在江苏宿
迁举行。来自上海、北京、
广州等医院的专家教授，
围绕常见病治疗、推拿常
用手法、公共卫生服务等
内容授课，帮助当地乡村
医生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乡村医生培训项目
是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携
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
卫生健康司指导下，于
2019年共同发起并开展
的。项目面向偏远地区
的乡村医生群体，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筋骨辨证、小儿推拿、
刮痧、拔罐、耳针等培训，
持续稳步提升乡村医生
的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5年来，乡村医生培
训 项 目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3500 万元，先后在云南
省镇雄县、湖北省蕲春
县、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云南省武定
县、云南省永仁县、江苏
省如东县、江西省青原区
开展了63场线下培训活
动，4500 余名乡村医生
受益。同步组织96场线
上直播，参与乡村医生
29588 人次。设计搭建

“相伴乡医”线上教育平
台，上线乡村全科执业助
理医师考试、常见病、基
础 理 论 、健 康 常 识 等
1219 节课程。此外，项
目深入挖掘优秀村医故
事，形成视频、短文等内
容，通过抖音、微博、微信
等平台传播，曝光量9005万余次。

据悉，下半年项目组还将深入推进东
部、西部联动策略，在新疆喀什莎车县、叶城
县，四川省雷波县、旺苍县，江苏省宿迁市等
五地协同开展培训。 （董颖）

▲ 东阿县妇联兼
职副主席王玲带领来自
全国各地的近500人共
跳一支舞。

东阿夕阳红艺术团妇女微家快乐健身队
编排的快板串烧《乡村振兴》荣登全国十强
榜。 东阿县摄影家协会供图

▲

东阿县黄河大
秧歌妇女微家“女团”登
台表演、秀出精彩。

简讯讯

多年来，吕玉霞对写作与表达的

渴望一直没变。每当做工觉得枯燥或

是干农活儿觉得劳累时，她都会一头

扎进文学的世界，她说：“有诗歌美文

陪伴，我就不觉得时间难熬。”

妇女微家妇女微家““村舞女团村舞女团””东阿起舞东阿起舞
以“村”为平台 以“舞”为媒介

网友送给吕玉霞的书画。

吕玉霞展示农产品，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吕玉霞的书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