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3日  本版编辑／李立   美编／王蕾
E－mail：tangtx@fengone.com 05新闻·女界

“田园牧歌”背后的力量

晚上，村里妇女跳广场舞的

时候，杨丽华拎了一大碗炒好的

鸡肉，在村民活动广场边上演“土

鸡吃播”！她一边吃得津津有味，

一边和屏幕那边的小伙伴互动。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里弹出

一条新闻，是人民网转载《中国

妇女报》的一篇报道《妇联的带

货能力出乎意料》——关于全国

妇联系统消费扶贫工作综述。开

头就写到了 6 月 30 日“出手吧，

姐 姐！”湖南妇联系统“七一”

扶贫大直播活动，两小时销售湖

南农产品 124.2 万件，共计 1362

万元，当晚平台收看达到 1285

万人次。据我所知，这个良好开

端的背后，14 个市州妇联也都分

别计划着进一步推进网络直播

带货的活动，促进消费扶贫，帮

助更多的好的农产品链接到千家

万户。我们也将与芒果扶贫云超

市进一步合作，开设“湘妹子直

播学院”，培训更多的巾帼网络

营销师。

不管是电商扶贫、还是消费

扶贫，从根子上来说，我们都需

要适应新业态的发展，不断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接受新兴事物，

培育致富带头人，改造农民思想，

促进农村发展。

4收获大于付出，
感谢扶贫

我从晚餐的时候起就同扶贫

队员们开始谈心谈话，一直聊到

了睡觉前。我们派出的是一支分

别由 70、80、90 后三人组成的

扶贫队，由 80 后的金媛担任队

长。通过两年多的检验，事实证

明他们是愿干事、真干事、干成

事的精干力量。

他们同我说了很多在扶贫过

程中难忘的事情，从刚开始村民

的各种不信任、不理解，到现在

积极主动要脱贫要发展；从带着

村干部外出考察产业、为村民办

技能培训班，到村民独立处理扶

贫车间订单业务；从一次次碰壁、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昔日憧憬成今天现实
在两年前的座谈会上，村党

支部老书记黄民良谈到，希望扶

贫工作队能够帮助村里把路、水、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

“原来村里的路，晴天一层

灰，雨天一脚泥。村民种点辣椒

大蒜、搞点农副产品想出去卖，

半夜两三点就要起来，打起火

把往县城走。现在扶贫队帮我们

把几条路全部修好了，我们出行

方便多了，搞产业也有信心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黄民良竖起大

拇指，夸赞帮扶工作队不仅解决

了村民们多年来出行的“老大难”

问题，宽阔平坦的道路也成了百

姓的致富路。

两年前，刚刚返乡准备创业

的架枧村村民黄春艳谈到，希望

工作队帮忙建一个电商平台，让

村里的古法手工红糖、“三辣”（大

蒜、生姜、辣椒）等土特产能在

网上卖出去。当时，姜欣主席表

示，让工作队和省妇联妇女发展

部联系，帮助村里把电商平台和

网络建设起来。

如今，黄春艳在村里办起了

手工面条厂，直播带货也做得风

生水起，她还把在“户帮户亲帮

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中结

对互助的贫困户——62 岁的丁

来英请来帮工，每月 1000 多元

的收入让丁来英拮据的生活有了

保障。

在这次座谈会上，已经是村

妇联副主席的黄春艳，聊起工作

队帮她创业的情况时，激动的心

情溢于言表，“我这个面条厂，可

以说是工作队手把手扶起来的。

面条的销路打不开，他们和村干

部一起帮着找销路；看到我品种

单一，金媛队长又帮我出点子，

要我做胡萝卜面、蔬菜面；她还

教我做电商，手把手教我在芒果

扶贫云超市和快手、抖音等平台

注册和直播。我现在每天都和

姐妹们做直播带货。前些天湖

南妇联系统‘七·一’扶贫大直

播的时候，我在村里直播卖手工

面条，卖出了600 多斤呢”。

两年前，马均花是村里的贫

困户，年纪较大的她一直“没什

么门路挣钱”，看到村里来了帮

扶队，她就盼着扶贫队能带着大

伙儿发展产业，也能赚点钱。

如今的马均花，已经是村

里的脱贫典型。2018 年，在湖

南省妇联、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省女企业家协会和爱心企业的

帮助下，村里建起了制衣加工

扶贫车间。工作队积极组织村

里的妇女培训缝纫技能，还到

处找订单，扶贫车间吸纳了 30

多名留守妇女就业，马均花就

是其中一员。

马均花告诉大家，以前在外

打工，家里什么事情都顾不了。

现在，她在村里的扶贫车间工作，

既能照顾到老人和孩子，每个月

还有 3000 多元的固定收入。谈

到收入，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

现在年纪大了，比不得那些年轻

的手脚麻利，她们一个月能挣四

五千块钱呢！”

脱贫摘帽只是开始
像马均花一样“腰包鼓了”

的架枧村民还有很多。从前的

架枧村人种点辣椒大蒜生姜，

卖得出去就卖，卖不出去就自

己吃；今天的架枧村人种百合、

做红糖、在车间做衣服，养鸡

养羊又养牛，农产品卖到全省

乃至全国各地。世世代代的绝

对贫困，成为过去式。

腰包鼓了，村里也更美了。以

前村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在

工作队的倡导下，今天的架枧村

人从地里忙完回到家，也要把房

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忙了一

天，到了晚上，村里的妇女们还

要美美地跳上一曲广场舞。

脱贫户敞亮的新房，修缮一

新的通村道路，带动农户脱贫

增收、产业快速发展的自豪，乡

村振兴的远景规划，对更美好

未来的向往……听到大家话 语

中的力量和信心，看到架枧村日

新月异的变化，姜欣主席非常欣

慰，她鼓励大家：“脱贫不是终点，

我们要把村里的产业做得更好，

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扬邻里守望

的传统美德，户帮户亲帮亲，互

助脱贫奔小康，巩固脱贫成果；

要重视教育，关爱留守儿童和留

守老人；我们要在村里建设一支

永不走的工作队，带领乡亲们把

架枧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幸福、

和谐，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飞奔 ! ”

扎实肯干才有好日子
脱贫的过程，也是励志立志

的过程。告别了物质贫困的人们，

从中获得了信心和力量，实现了

精神脱贫。时隔两年多的这次座

谈会，我们听到的，全部是村子

飞速发展、蓬勃向上的力量。所

到之处，所见之人，他们发自内

心的笑脸，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这种内在

的力量。架枧人如今的精气神，

让我们深深感到，帮扶工作队两

年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事实上，不需要再回到两年

前，翻检昔日那个脏、乱、差的

贫困小村庄的形象，我们心中都

明白，真正的农村生活，大多数

时候并不是李子柒网红视频中所

呈现的那样优雅，更多的村民，

尤其是贫困村的村民，是拼尽全

力而粗糙地活着。今天的新架枧

村，能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

锄归”式的田园牧歌，是省、市、

县、乡、村各个层级的干部和架

枧村的全体群众人心齐、泰山移，

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对于脱

贫攻坚的这种信念坚定、矢志不

渝的状态，和只争朝夕、奋力向

前的干劲，才有了今天的新架枧。

面对村民们众口一词对省妇

联，对工作队的感谢，姜欣主席

说，咱们更要感谢的，是这个伟

大的时代，和党的好政策。

是啊，这么好的政策，只要

肯干，哪有过不好的日子呢？

交通闭塞，田少山多，产
业薄弱，乡亲们串个门都得

“上坡爬坎”，治安基本靠狗，
通讯基本靠吼……这是两年
前的 2018 年 5 月 9 日，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随湖南省妇
联主席姜欣第一次来到省妇
联扶贫点——“九岭十八砣”
的邵阳市隆回县山界回族乡
架枧村时，在村里看到的情
形。当天，姜欣与村里的干
部们和乡亲们坐在农家小院，
聊村里发展的问题和困惑，
聊产业如何发展，聊工作队
的帮扶工作如何做，聊了整
整一个上午。

两 年 多 之 后，2020 年 7
月 13 日，我 们 从 村 里 的 妇
女儿童之家开始，沿着宽阔
齐整的水泥道路向新村部出
发时，一幅美好的田园牧歌
画卷呈现在眼前——两旁的
田地里，成片的青翠甘蔗林
正在沐浴着充足的阳光节节
拔高，叶茎茂盛的虎爪生姜
正在完美的昼夜温差下静静
生长，早起的农夫已经在地
里忙完，扛着锄头慢慢归家
……当漫步至村中央的广场
时，我们知道，架枧村实实
在在的变了。

接连两天，姜欣主席住
在架枧村，访农户、走田头、
进扶贫车间。我们听村民忆
往昔说今朝，这样的感觉更
加明晰。7 月 14 日，在架枧
村的新村部，姜欣主席和村
里的干部乡亲们再度聚在一
起，聊两年来村子里的变化。

( 上接 04 版 )

在村妇联副主
席黄春艳开办
的 面 条 作 坊
里，看到黄春
艳正在直播卖
面条，姜欣也
出镜直播，帮
她的纯绿色无
添 加 面 条 打
CALL。

协调各种人和事，到成功解决一

个个问题、处理各类矛盾……我

看到了扶贫队员们的成长，看到

了他们能力和素质的提升。

其实，我知道他们背后还有

很多没有说出来的困难。比如金

媛作为队长，决定来扶贫的时候，

女儿还不满 2 岁，因为扶贫，她

的孩子成了“城市留守儿童”；70

后的李幽燕，是扶贫队唯一的男

同志，在部队多年就和夫人两地

分居，回来没团聚多久，又是聚

少离多。

但是他们众口一词，最大的

感受是：收获大于付出！我告诉

他们，扶贫是一段崭新的人生，

人 生的每 个 阶段 都 会有收 获，

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多年以后，

当你再回头来看这段岁月，会觉

得幸好有这么一段路。人经过锻

炼，才能成长，才有成就。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都先咬牙挺着，

创造条件、抓住机会，让自己经

历不同的成长，在更多的岗位锻

炼自己。当你经历之后，就会觉

得自己的境界得到了提升，会有

自我成长的感觉。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一名干部，能将自己的命

运同党和人民的需要联系在一

起，是一件很崇高、很幸福的事

情。三年扶贫后，你们一定会发

自内心地觉得：感谢扶贫！

( 作者系湖南省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

姜 欣（ 左 ）
在村里的养
鸡场向养殖
户杨丽华了
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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