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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能手”变“小巷管家”，她做了什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今日女报 / 凤网评论员 张秋盈

新农村“她”力量大有可为
9月23日，第四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湖南庆祝活动在一片

喜庆祥和的氛围里拉开了帷幕。

丰收节逐渐成风化俗、深入人心，

成为全国农民自己的节日、中华

农耕文明的符号、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窗口。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女性

在农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是

不争的事实——妇女在农业劳动

中的比例超过了一半，部分农业

大省农业女性化程度甚至达到了

60%~70%。而据此后联合国妇女

署公布的一项数据，我国75%的

农业劳动力是女性。

传统的大田种植，男性干主

活重活，女性做相对轻松的辅助

工作。这种生产模式，在男性劳

动力大量流失后难以为继——这

是 20 世纪初以来耕地抛荒现象

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来，播

种、植保、收割一整套机械化服

务，在农村逐渐普及。在专业服

务团队的帮助下，种地变得越来

越轻松，妇女也能够胜任。

瓜果蔬菜等特色农业兴起，

是中国农业的一大趋势。特色农

业的管抚、采摘，需要耐心细致，

妇女正好能发挥优势。在很多特

色农业产区，妇女是农业雇工的

主力。她们在照顾家庭的同时，

还能赚钱养家。此外，一些民间

特色手工业、农村直播电商平台

也为妇女提供了发展平台。

农村妇女的发展，对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在一些欠发达地

区，青年男性大量外出务工，乡

村人口主要为留守妇女、老人和儿

童的情况下，要振兴乡村，必然

绕不开“她”力量。

首先，她们是乡村社会的“稳

定器”。农村妇女照顾好家庭、

协调好邻里，避免家中邻里的小

摩擦演化为社会矛盾。她们在红

白喜事、年节礼仪中担当主力，

让这些能黏合乡村社会的传统得

以延续。很多乡村，都出现了以

妇女为主的腰鼓队、广场舞队、

太极拳队，这些趣缘组织不仅弘

扬了精神文明，还能融洽邻里关

系、帮助协调社会矛盾。

其次，妇女可以更广泛地参

与到基层治理中来，一方面挖掘农

村妇女骨干，广泛地进入到村委、

执委团队中来，另一方面，可以搭

建农村妇女社群，充分利用农村

妇女的力量应对乡村发展问题。

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农

村妇女“权责不匹配”的情况比

较普遍。很多妇女承担了家庭重

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在家庭资源分配，集体话语

权上仍受传统思想影响。如家庭

的主要健康、发展支出向男性倾

斜，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民主

选举比例较小等等。针对这些情

况，需要从帮助妇女积极参与产

业生产，加强宣传引导，帮助农

村妇女树立发展意识，为农村妇

女搭建发展舞台，培养和提高其

民主参与的精神和自我管理的能

力，提高农村妇女的组织化程度

等等方面着手。

赋予农村妇女与家庭妇女权利

的最好方式，就是帮助她们清除掌

控自我人生的障碍。无论是出于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抑或是对改变生

活轨迹的渴望，她们都在坚强地面

对生活的挑战，拼搏奋斗；她们所

需要的不是同情和偏见，而是认可

和支持；她们甘愿用力一搏，让生

活的色彩更为丰富。

9月23日，2021年度“全国

十佳农民”揭晓，包含3 位女性，

其中1人是湘妹子。她是董敏芳，

岳阳市岳阳县筻口镇潼溪村农民，

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此前，在获表彰的2021年度

“湖南十佳农民”中，有4 位女性，

她们涉猎的范围包括水稻种植、

蔬菜种植、农产品初加工、农业

机械服务等。长沙市望城区广源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肖定就是

其中之一。去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湖南期间在长沙主持召开了

基层代表座谈会，肖定作为基层

代表在座谈会上进行了发言。

我们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农

村女性像肖定这样，如一颗种子，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生根发芽，

欣欣向荣。在乡村振兴这一新的

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下，这群闪

耀着高光的女性，是助力中国新

农村续写新未来的重要推动力。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长沙市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上，吴桂英书记提出，要着力打造
国家中心城市新支撑，其中，她提到了要‘做
靓社区（村），共建幸福生活圈’，这给了我很
大的信心，让我开始探索老旧城区下一步的管
理。”9 月 28 日，曾平告诉记者，作为一名社
区工作人员，她对未来的社区充满信心。

曾平是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百善台
社区党委书记，在她的带领下，百善台社区
从一个“老破旧”社区变为如今的美丽幸福
新家园。

“我曾经是冷钢集团的一名

销售能手。”但随着曾平结婚后

定居长沙，她需要每日往返将近

130 多公里上下班。2016 年，曾

平通过招考进入百善台社区，成

为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名专干。

初到百善台社区，社区破损

脏乱的路面、上访户的“固执”、

居委会合并引起的矛盾纠纷让曾

平产生了身份转变的落差感，“和

朋友聊天时都不好意思谈起自己

的工作”。而社区居民和社区工

作人员同样对这个新来的女孩产

生了怀疑：“她能做好吗？”

曾平选择埋头工作，她拿起

了清理楼道的工具，穿上方便走

访的平底鞋，褪去商业职场的“步

步为营”，带上温和热情的工作

态度……2017 年 3 月的换届选举

中，曾平被提拔为社区居委会主

任，并在 6 个月后，被任命为社

区书记。

这一年，对曾平来说，是“大

考频繁”的一年——先是夏季持

续的降雨让湘江水位上涨，百善

台社区辖区内有着 650 米长的河

段，防汛任务极重；随后的社区

拆迁工作等问题，让不少居民心

生不满，维稳工作成为重中之重；

等到冬季，强降温让社区内道路

出现冰冻，曾平带领社区工作人

员拿着工具，出现在街头巷尾。

2017 年，长沙市开始进行社

区提质提档项目，但百善台小区

未被纳入，居民知晓后非常生气，

蜂拥而至跑到社区，找曾平要说

法，说她没本事。委屈之余，曾

平看着百善台小区基础设施确实

陈旧落后，决定要去试一试。

安抚好居民后，曾平多次向

上级部门申请、报告，最终百善

台小区成功纳入了区级提质提档

改造范围，3000 平方米坑洼泥泞

的道路变得平整干净，100 余盏

路灯照亮漆黑的小巷，3000 余平

米的墙面换了新颜，331 户居民

成功用上了天然气。

此后，曾平又先后积极推动

了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大王家

巷片区有机更新改造、小区业

委会成立等重大民生事项一一

落地，还建起了藏书 10000 余

册的善邻书楼、350 平米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和宽敞明亮的

社区服务中心。

居民们的喜悦溢于言表，当

初说曾平“没本事”的居民，亲

自跑到社区道歉，同时主动要求

担任志愿者，维护新环境的秩序

和面貌。

2021 年村（社区）新一届换

届选举中，由于工作扎实，曾平

再次当选为社区党委书记，并一

肩挑社区居委会主任和妇联主席

的职务。

曾平介绍，百善台社区

共有 15 名工作人员，其中

三分之二是女性，不仅如

此，到社区办事的党员、居

民代表、志愿者或者辖区

单位负责人都是女性居多，

为何不组成一个“半边天队

伍”来治理社区呢？

为此，曾平一

方面走访辖区

单位，联系

共建 单位

的女党员

参加社区

工作，另

一 方 面，

加强 直管

党员的教育

引导，选择党

性强、时间充裕

的女党员充实到

社区妇联队伍。

今年换届选举后，曾

平按照“社区妇联 + 网格妇

女小组+ 楼栋妇女联系户”

的模式，在 7 个网格成立

妇女小组，实现妇女组织

全覆盖，“娘子军”成为了

社区治理干将，妇女代表

成为了“话务员”和“监工”，

社区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即使是连任，对于曾平

来说，社区的每一个突发

事件都是一个挑战。

6 月一天的零点左右，

曾平接到了一位居民打来

的电话，原来，因为强急降

雨，导致他位于低洼地带

的家里被倒灌进雨水，“水

深达到三四十厘米”。听到

这个消息，曾平立马清醒，

穿着拖鞋、打着雨伞，匆

匆赶往社区服务中心，“其

实我也有点害怕。”

曾平笑着说。

等赶到

现 场 后，

曾 平 迅

速 带 领

社 区 工

作人员组

织群众疏

散开来，并

向相关单位反

映，紧急调来相

关 机 械 将雨 水

排出去，随后又

统计群众家里的财产损失，

“连着两天，就只稍微眯了

一会”。

在曾平和社区工作人员

的努力下，最终，百善台小

区控制住了灾情，避免出现

更大的损失。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

上级部门的指示，开始思索

百善台社区的管理之路。”

作为百善台社区的“掌舵

人”，曾平说自己必须力争

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娘子军”成为社区治理主力军

“小巷管家”从“没本事”到有本事

疫 情 期 间， 曾
平和居民组长配合，
对社区外地返长人
员做好摸排工作。

经过曾平的努力，如今，社区居民对她十分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