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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雯（左三）在村委会书屋和村里的
孩子们举办读书分享会。 白新宇/摄

新农人新农人巾帼

园艺梦想家王天云园艺梦想家王天云：：在村里走在村里走““花路花路””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王可怡

立秋过后，“秋老虎”风头有点儿猛，8月下
旬的阳光依旧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
盐官镇塔莎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
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

“你们好，我是王天云！”在“塔莎的花园”见
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她神采奕奕、笑容
可掬地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打了声招呼。

王天云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
江塔莎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
头部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
上园艺创业路时，她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

“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
有意义的企业。”

华丽转身，都市丽人变身新农人

大学毕业后，王天云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
成功入职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
己的房子。原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但一次与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
隐”田园、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我先
生的爱好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
家庭园艺品牌‘塔莎的花园’。”

“塔莎的花园”起初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
卖，但苗圃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
到品控问题。“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自建花卉基
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后，王天云决定
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园村联
合成立浙江塔莎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

了现在的塔莎园艺花卉基地。
然而，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

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
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作调研、学经验，从最
基础的铺地布、种植灌溉学起。无论是置身40
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
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她的考验。“你
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
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
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

创业虽然辛苦，但王天云乐在其中。“印象
较深的一次，天已漆黑，我戴了一个头灯，穿了
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说
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
王天云笑着说道。

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

“说起农业，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王天云说，而当真正投
身进来，她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
辈，很多人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
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
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
起起落落。”

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
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莎的花园”时，有了
更多不同的想法。“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学习优
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
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制订生产计
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
了直播带货的赛道。

为了提升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
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
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
基地。基地内建设了4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
室外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
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打上灯光，在抖

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
“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

民一样踏踏实实地春种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
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王天云感到
很满足。现在，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
量已突破1000万，通过“园艺+互联网”的创业
模式，基地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

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这些年，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
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
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乡村。”王天云说。

为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
周边的村落，与新星村、郭店村等7个村开启共
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发展，每年反哺
每个村集体收益达100万～700万元不等，解
决直接就业200余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
当初满怀担忧的村书记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
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

这几年来，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
量”扩圈，她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网红”效应和
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新农人队
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她开设了涵
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
育“农民主播”600余人次，让“素人”主播也可
随时带货。

此外，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
黑水县村社结成互联共建对子，邀请其观摩学
习花卉基地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
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
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
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
大山，走向世界”。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准备“跳
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走出农村曾是她的梦
想，可是现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机遇，她
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

▲ 塔莎园艺在各个直播平台的粉丝
数量已突破1000万。

▲ 塔莎园艺直播共富工坊成员合影。

■ 张雯

经过一夜大雨的洗刷，
暑气仍未消散，在河北省
承德市滦平县滦平镇东营
村的村部书屋里，人气和
天气一样火热，一群孩子
正围着我问个不停。

“雯雯姐，这道题怎么
写呀”“雯雯姐，上大学是
不是就轻松啦”“雯雯姐，
今晚你要不要来我家吃饺
子呀”……一声声稚嫩的呼
唤，填满了我在东营村一
整年的任职时光。

时间拨回到一年多前，
来村任职前，很多人都担
心我一个城里姑娘能否吃
得了基层的苦。面对大家
的担忧，说实话，我也有些
忐忑，毕竟城里与乡村大
不相同。工作如何开展？
我一时半会儿还摸不到门
道，便虚心向村书记艾云
霞请教。她对我说：“多
听，多学，多做，认真做好
手头上的每一项工作，就
会慢慢找到方法。”

此后，不管是入户走
访、村级档案整理、护林防
火、安全生产入户宣讲，我
都 努 力 完 成 。 但 即 使 再
忙，我的心里始终没有忘
记村里的十来个孩子。可
能是刚入村时，他们那一
张张怯生生又充满了好奇
的小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吧。

在与他们不多的接触
中，我发现东营村大部分孩子由爷爷奶奶
照顾。从学校接回家后，不少孩子写上几
笔作业，便关上门开始刷手机、打游戏，不
愿意与爷爷奶奶多说话。

我意识到问题根本在于村里缺乏给孩
子们的活动空间和娱乐项目，孩子们只能
将自己旺盛的好奇心存放于网络世界。我
开始琢磨着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经过慎
重考虑，我向村书记提议：“每周在村委会
书屋开展一次读书领读分享会，通过讲故
事、角色扮演等形式增强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

在我看来，开办读书分享会并不难，难
的是持之以恒。最初，分享会只来了两三
个孩子。渐渐地，来的孩子越来越多。看
着他们从最初的坐立难安到可以独自阅读
一本书，从唯唯诺诺、不敢说话到声情并茂
地朗诵一个故事，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就拿新皓来说，他和其他孩子不同，最
开始是由妈妈领过来的。第一次参加读书
活动时，无论我怎么努力，他始终不开口，
一直怯生生地依偎在妈妈怀里。会后，我
了解到他几年前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症，
经过骨髓移植和长期治疗后，现在已经趋
于康复。但其父又因突发脑出血，丧失了
劳动能力，主要依靠低保和母亲打零工维
持一家人的生计。身体状况和家庭变故使
得新皓渐渐内向，不愿与同龄人接触，也不
愿意多说话。

从这之后，我每天忙完工作，总会借着
些由头去新皓家坐一坐，和他搭搭话，问问
他在学校的趣事。有一次，我将《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带给了他，并对他说：“这本书里
有一句话写得很好，‘生命中可能会刮风下
雨，但我们可以在心中拥有自己的一缕阳
光。’如果你也喜欢，这周六自己来参加读
书会哦，不见不散，好不好？”

那个周六的一大早，我便在村委会瞧
见了新皓。他一见着我便激动地说：“雯雯
姐，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是保尔说的那
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我也想像他一
样坚强。”那天，我成了他的“知心大姐姐”，
知道了他的很多小秘密。他说，之前一直
担心同学和朋友会因为他的病不和他玩，
他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听完
后，我感觉读书不仅打开了这个孩子的心
门，也让我感受到了他淳朴善良的品质和
对生活的热爱。

看着孩子们的点滴进步，我感觉自己
到村任职的工作十分有意义。每周一次的
读书分享会，让村里的孩子们渐渐与我熟
络了起来，喊我“雯雯姐”的小孩越来越多，

“麻烦”的事情也随之增加，但这种“被需
要”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作者系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滦平镇东
营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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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就这样，夫妻俩逐渐在深圳扎下根。倪根

发从客户服务工程师提升为行政经理、副总经
理，历年被评为市级消防、安全先进工作者。
赤湾壳牌结业后，他转入广聚能源公司历任旗
下分公司经理、总工职务，成为省、市级安全专
家，现场处置了多起重大安全事故，为深圳企
业的迅猛发展提供油气支持。张青则转入南
山公司俱乐部工作，历任美工、图书馆管理员，
作为美术专业人士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服
务，受到广泛好评。

相互扶持
倪根发家中的过道墙上挂满了照片，从家庭

出游纪念照到孩子的毕业照……这些老照片记
录了他们这个平凡小家庭的一个个重要时刻。

“孩子们让我特别省心！”谈起儿子们，张青
的眼神中洋溢着满满的温情与骄傲。“放养而不
放任”，倪根发、张青夫妇着重培养孩子们的自
律与独立精神。每当暑假来临，两个孩子便会
主动前往仓储公司打暑期工。在这样的家教氛
围下，两个儿子先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
大学。如今，他们已各自成家立业，将这份源自
家庭的自律与独立精神延续给下一代。

谈及多年婚姻甜蜜的秘诀，老两口给出的
答案是：“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倪根发来深圳
后，张青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家家人的责任。
当张青面临考试、加班压力时，倪根发会处理
家庭琐事、送考陪考。2002年退休后，在倪根
发的支持下，张青应居委会邀请组建了楼栋长
团队，担任本楼栋的楼栋长，此后年年被评为
街道社区及区优秀楼栋长。无论是面临来自
生活还是工作上的挑战，夫妻两人都相互扶
持，给予对方前进的底气。

“1988年，我第一次到深圳时，赤湾还是一
片荒芜。”张青说。如今，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蜕
变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他们也步入金婚。回望
来时路，夫妻两人满是感慨与幸福。

改革开放路上的情深岁月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选编》印发全军
（上接1版）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以学铸魂、以
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巩固拓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成果，聚焦“铁心向党铸忠诚、同心奋
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官兵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要把学习《选编》纳入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和
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分层次组织干部理论培
训轮训、政治干部专题培训等要把这一教材
作为重要内容突出出来。广大理论工作者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
要论述，加强对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研究
阐释，军队新闻媒体要搞好新闻宣传，领导干
部要运用自身学习成果搞好对基层官兵的宣
讲辅导，浓厚学习贯彻氛围。要增强思想改

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高级干部先受教
育、真受教育，着力解决思想根子问题，坚定
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要大力弘扬理论
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立牢以实际成效检验
学习成果的导向，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
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
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开创政治建军新
局面，把强军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
迎接建军100周年。

（上接1版）
柬埔寨人民党副主席梅森安表示，本次妇

女论坛的内容十分重要，希望我们可以从中汲
取更多的经验做法，完善妇女权益保障，进一
步推动妇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山东省妇
联主席孙丰华说：“山东省妇联将以贺信精神
为指引，深化妇女领域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
升妇女的数字素养，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
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张渤表示，上合组
织妇女论坛已经成为汇聚“她”力量的重要舞

台。如今，各国妇女在各领域国际交往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必将为促进上合组织国家
民心相通、共享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秋节临近，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
在科技特派员张翠燕的带领下，当地妇女通过
电商达成多笔农产品交易。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更加坚定了张翠燕面向妇女开展技术推广、教
育培训工作的决心：“看着身边不少姐妹从不熟
悉手机软件操作到掌握电商销售方法，能与客
户视频通话侃侃而谈，我感受到她们自信自立
的精神，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将带领
更多姐妹抓住时代与科技机遇，实现全面发展，

不辜负习近平主席的殷切期望。”
千里之外，巴渝大地。重庆市巴南区妇联

牵头组织成立的区女性创业者协会、区妇女创
业创新博士服务团等组织，聚焦提升妇女技能
素养，培育了一批高素质巾帼新农人和创新创
业者。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女性奋斗
者的参与。”巴南区妇联主席朱红梅说，将牢记
习近平主席的嘱托，与相关部门搭建平台、共
享信息，引导妇女发挥专长，投身经济社会发
展实践，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在新征程上
谱写更加绚丽的巾帼华章。

汇聚巾帼力量 共建美好家园

（上接1版）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牌匾中间，倚墙放着的就是侯秀珍
的“传家宝”——两把老镢头。一把是80年前
刘宝斋用来开荒的，它见证了26万多亩土地、
千千万万口窑洞背后承载的那段波澜壮阔历
史，见证了“当兵不吃公家粮，还向政府交公
粮”的人间奇迹；另一把是20年前侯秀珍用来
退耕种树的，1999 年，延安实施退耕还林
（草），在“父辈开荒我造林”的口号中，侯秀珍

扛起镢头上山种树，建设美丽家园。
每一张照片、每一个老物件，无不讲述着

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父辈垦荒生产粮食，
后辈种树保护生态，南泥湾沾满泥土的老镢头
刨出的不仅是土地、粮食和绿水青山，更是革
命精神和公仆本色。

“你们考上大学本来就是好样的……奶奶
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你们考上大学后，还要好好
学习、好好努力，到祖国需要你们的地方去。”
这是侯秀珍对当代大学生的寄语，话语朴实无

华，一字一句都是对年轻人的无限期许。
近年来，每一个延安人都在传承弘扬延安

精神，用延安精神建设老区，生态环境发生了质
的变化，实现了由黄到绿、由绿变美、由美到富的
历史性嬗变，描绘出一幅幅生态富裕的新画卷。

如今的南泥湾，坚定生态兴村、旅游富民
的发展思路，不断改善河道清淤疏浚、河岸整
治、人行步道、岸坡绿植，逐步恢复南泥湾河道
天然景观，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将南泥湾
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