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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丫回村当书记，“燃”的青春更美丽
从大都市回村的“90 后”人大代表程桔，把“空心村”带成“绿富美”

有这样一群人，她们下得
了农田进得了灶房，也上得了
人民大会堂。她们是普通农民，
也是来自基层的女人大代表，
放下手中的锄头、针线、锅铲，
她们在新时代的春天齐聚北
京。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走近
这些朴实而又不平凡的农家
女，看她们如何在奋斗中绽放
芳华、实现梦想，带领家乡迈向
振兴的远方。

“没有文化，只长

庄稼的土地终究是贫

瘠的”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前，宁
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玉
池村村民马慧娟是当地有名的
草根作家。这个只有初中文化
的“80 后”回族妇女，在过去七
年的晨耕暮归中，坚持用手机
写作，在网上发表了几十万字
的随笔和散文。

红寺堡是我国最大的易地
生态移民扶贫集中区，安置了
宁夏南部山区 20 余万群众。刚
搬迁到这里时，渴望阅读的马
慧娟发现，在农村“借本书比借
钱还难”。当她开始用手机“写
字”时，家里人认为她“不务正
业”，乡亲们嘲讽她“写字能当
饭吃？”

然而，当她的文章发表，挣
到第一笔稿费，又上电视当了
演讲嘉宾之后，乡亲们的态度
转变了。“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
文化的力量。”马慧娟说，一些
村民开始读她写的文字，问她
怎么把琐碎的农村生活写得如
此生动。2016 年底，“马慧娟的
农闲笔记”公众号开通后，越来
越多的农民成为她的“粉丝”。

不久前，当上红寺堡镇文
化站站长的马慧娟有了新的梦
想——— 让文化在黄土地里生根
发芽。文化站启动了首届农民
阅读节，开展知识竞赛、朗诵比
赛，鼓励乡亲们写自己的移民
故事。马慧娟走村串户，了解民
间传统文化传承现状，为准备
议案充分调研。

“乡村振兴需要振兴乡村
文化。没有文化，只长庄稼的土
地终究是贫瘠的。”马慧娟说，
没有优秀的文化支撑，就会产
生价值取向不统一，荣辱观、价
值观位移变形，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等优良传统被遗忘等现
象。这些是乡村振兴必须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

“有梦才会行动，

有行动才会成功”

全国人大代表李金莲是 1992 年出生的傈僳族姑娘，云
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攀天阁乡新乐村村民。这次到
北京，是她第一次走出云南。

“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90 后’有能力、有担当带领家乡
脱贫致富。”李金莲说。

2016 年大学毕业后，李金莲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
会，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村委会工作人员。“乡村振兴太需
要人才回流了，我要回去和乡亲们一起改变、发展。”

回到家乡的李金莲成了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地
村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看村里墙报遇到不懂的地方，都会
请她讲解；村委会工作人员不会操作电脑，也找她帮忙指
导。走村入户调查，李金莲用热情和耐心赢得了村民信赖，
她鼓励大家立足本地优势种植药材创收。

谈起家乡的发展，李金莲感慨道，脱贫攻坚不断深入推
进，藏区人民生活变化翻天覆地。七八年前，傈僳族村寨的
房子都是木楞房，现在几乎家家盖起了砖瓦楼。

“当然，我们离小康还有一定距离，脱贫攻坚还存在很
多困难。”李金莲犯愁的事，一是村民不掌握专业技术、市
场动向，发展药材产业不太理想；二是有些小村寨至今没
有通公路，村民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有公路的地方，“最
后一公里”建设迫在眉睫。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李金莲认为，除了关注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还要让贫困群众增强积极进取、
奋发图强的精神。有精神才会有梦，有梦才会有行动，有行
动才会成功。

“能吃苦肯奋斗，日子会越过越好”

52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雪萍，是广大农民工的“代言
人”。全国两会召开前，她忙着听电话、聊微信，及时征集、反映
农民工意见建议。

25 年前，陈雪萍离开老家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孙庙
村，跟丈夫一起外出打工，当了一名油漆粉刷工。

一年多后，陈雪萍看到村里一些年轻人也想外出务工，
就带着几个村民一起干。她把老家的一头猪、两只羊和几百
斤粮食都卖了。“带人出来干活要讲诚信，万一赔了钱，得保
证能给大家发上工资。”

20 多年来，凭借辛勤劳动，陈雪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多项荣誉；她带领工友们做出很多精品工程，也在
业内留下了好口碑。如今陈雪萍已经成为 300 多位农民工
的管理者。

在外务工的陈雪萍始终没有忘记乡亲们。1999 年底，
辛苦打拼的陈雪萍夫妇攒了 1 . 56 万元，听说村里集资修
路，夫妻俩二话没说拿出一万元。2016 年，在陈雪萍牵头
下，村里盖起了幸福院，解决了一些子女外出务工的空巢老
人养老问题。

“村里现在大变样，公路村村通、户户通，家家户户有了
自来水和煤气。去年村里已经全部脱贫，跟我一起打工的很
多人都在县城买了房，村里老人每个月能领到养老金，乡亲
们很满足。”陈雪萍说，国家政策好，农民能吃苦肯奋斗，日
子会越过越好。

今年两会，陈雪萍继续为农民工“代言”，建议规范建筑
市场，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切实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采写记者：任玮、字强、王阳、于瑶、浦超)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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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女孩程桔。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记者汪军)他并
不太擅长织布缝衣，但他把“绣花功夫”用于
布依族服饰刺绣加工。这名打工汉子不仅凭
此带动村民脱贫，还通过这种方式传承布依
族传统文化。

他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韦波，一名返乡
创业的布依族农民，如今是贵州省普安县
江西坡布依纯手工伟鲜服饰加工厂负责
人。

2004 年，韦波在贵州老家盖了新房。
为了有可观的收入，他外出到浙江打工。
2013 年开始，他返乡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江西坡镇开办布依族
服饰加工坊，向周边布依族村民收购纯手
工刺绣，加工成高端民族服饰。

“一些传统的布依族服饰刺绣工艺在消

失，让人觉得很可惜，我想让布依族传统的刺
绣文化继续传承下来。”韦波说。

2014 年，韦波将加工坊搬进自己家中，
聘请村里 3 名布依族妇女作为固定“绣娘”。
渐渐地，服饰绣品从当初的 10 个增加到 100
多个，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甚至
远销美国、德国。

如今，过去的家庭式作坊已经变成民族
服饰加工厂，7 名当地布依族妇女成为固定
“绣娘”。2017 年，加工厂采取外派刺绣的做
法，让 200 多名布依族“绣娘”在各自家中加
工，其中 38 人来自贫困家庭，每人每月大约
增收 2000 元。

普安县江西坡镇茶场社区布依族妇女
潘晓占，今年 49 岁。由于家中劳动力缺乏，
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她在这里上班 2

年，每年能有 1 万多元收入，平时还能照
管家中 4 亩茶园。

“由于生产周期长，加上织布和染料都
是纯手工，所以一套布依族衣服成本比较
高，生产投入比较大。”韦波告诉记者。目前
加工厂生产能力不足，很多订单没办法接，
比如最近一个订单来自县里一所小学，需
要 600 套布依族服饰。

下一步，他打算扩大生产规模。同
时，当地出台相关产业扶持政策，进行贴
息贷款帮扶，韦波的加工厂可以贷款 20
万元。

“政府对中小型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很
关注，让我很有信心，这对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的保护和发展，可以说是很好的机遇。”
韦波说。

韦波代表：

用“绣花功夫”实现民族文化传承

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6 日电(记者孙
哲)初春的清晨，新疆
伊犁河谷地区阳光明
媚。在伊宁县英塔木
镇托万克温村，村民
们正围坐一起收看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开幕会。他们的党
支部书记木沙江·努
尔墩，则在人民大会
堂履行着人大代表的
庄严使命。

有别于我国东部
发达地区的村镇，托
万克温村的基础设施
建设过去“欠账”太
多。坑洼泥泞的“搓板
路”、倾倒在路边的垃
圾成为村民们长期以
来的“痛点”。

2012 年末，木沙
江开始担任托万克温
村党支部书记，他将
修路定为村里的头等
大事。“路就是村里的
‘生命线’，咱们家家户
户门前都得通柏油
路。”年轻的书记拍着
胸脯向村民们立下保
证。

5 年间，平坦笔
直的柏油路逐渐覆盖
全村，越来越多的村
民驾驶着各式交通工
具，穿梭于干净整洁
的公路上。在木沙江

的牵头下，各族村民互帮互助，村里养殖业的规
模不断扩大，优质的有机绿色畜牧产品销往伊
宁等邻近县市。

“路通了是第一步，村民的思想也要跟着打
通。”木沙江对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
的蓝图中，教育是托万克温村未来走向繁荣的
重要一环。

几年来，村里的师资力量不断得到补充，崭
新的幼儿园也在去年拔地而起。从过去没有一
所学校，到如今出了 30 多个大学生，托万克温
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村民们也渐渐认
识到了教育的价值。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木沙江每年都会
协调驻村工作队等多方力量，鼓励、组织村民
“走出去”。现在，不少青壮年村民会主动选择外
出打工，家庭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这几天，不少村民打电话向木沙江询问在
北京开会的情况。木沙江说，作为来自新疆的农
村代表，他决心尽己所能，进一步推动农村各项
事业全面发展。

“等回去后，我还要向大伙儿传达最新的惠
农政策，继续带动各族村民增收致富，这是我身
为‘领头羊’最大的责任。”木沙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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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中国网事”记者
陈凯星、宋玉萌、梁建强)从繁华的广州辞职回
到村里，从办公室白领到上山下田的村书记，从
“空心村”到“绿富美”……这一切都因为一个美
丽女孩回到了村里。

千人村就 5 个年轻人

故事发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的大市
村。这里依山傍水，在古代曾经商贾云集，繁荣
互市，因此得名“大市村”，曾经出土国宝级文物
“商代饕餮纹青铜鼓”，震惊世界。

2014 年，在广州阿里巴巴国际站工作的
“90 后”女孩程桔回乡探亲，发现当年那些生龙
活虎的叔叔伯伯们，聚在一起总唉声叹气，一个
300 多户人家的村子，竟然连一个村支书都选
不出来了。

村里户籍上有青壮年 500 多人，真正生活
在村里的年轻人连 5 个都不到。老村支书要退
休了，大家商量着选个年轻、有精力、有思路的
新支书，5 个指头数来数去，愁坏了。

“为啥？我们村就是大家说的那种‘空心
村’。”老村干部汪晚龙说，村里以前是有名的贫
困村，年轻人几乎都在外面打工。偶尔回来个年
轻人，待不了多久，又被外面的伙伴拉走了。

“5 个年轻人，有 4 个是在家带小孩、还在
喂奶的妈妈。你说咋办？”汪晚龙说。

老村支书想到了被村里人亲切称为“桔子”
的程桔：“桔子是大学生，又在大城市工作，每次
听她回村聊天，都觉得这个女娃娃有思路、有想
法，要不请她试试？”

老书记准备好“三顾广州”，可让他没想到
的是，程桔却立马爽快地决定：回村竞选村支
书。她后来告诉记者，打工久了，越发想念家乡
的山清水秀，眼界开了，越发觉得村里“埋着宝
贝”，她想试试。

书记工作：抓羊走丢？种树挨打？

放弃繁华都市、放弃互联网公司高薪，回村
的程桔虽然竞选村支书成功了，可困难却比想
象中多得多。

上任第一件事，还是信心问题。
“听说没，大市村选了个‘90 后’小丫头当村

支书，肯定没两天就干不下去跑了。”这是程桔
上任后，在镇上办事时经常听见的议论。

“咋办？只能装听不见。我就干出来给你们
看。”程桔暗下决心。

上任后不久，村里一户人家的羊在村后
大山里跑丢了，老太太哭着来村委会：“你是
村书记，你得管啊。”

程桔喊上两个伯伯，拿着手电筒，走遍了
半个山头。一脚深一脚浅走了大半天，哆哆嗦
嗦差点自己也走丢的程桔，终于在山窝窝里
找到了那只同样哆哆嗦嗦的羊。

“这个‘90 后’丫头还真不娇气。”慢慢地，
村里人和周边村的人都说“桔子书记性格硬
气得很，要找她解决事，再小也不会不管。”

“硬气”的程桔也有“软”的时候。
一次，村里组织植树。一位村民跑来拦

着，说这些地是他准备种菜的，还拔掉了刚栽
下的树苗。争执中，情绪激动的村民拾起树
苗，“啪”一下子就把程桔打倒了。

“哇”的一声，程桔哭了。
“我开始是想，大家争执不下，使个苦肉

计，既然错手打到我了，我就哭一下，这些乡
里乡亲伯伯婶婶们多少能退让一下。”程桔
说，开始还是假哭，“可是真疼啊”，越想越委
屈，程桔的眼泪就真的止不住了。

第二天回家后，妈妈看了一下桔子的后
背，“呀！一片乌青！”妈妈的眼泪也掉下来了。
第二天，程桔还是找到“打人”的村民耐心地

讲道理，讲村里的发展办法，终于，这位平时
有些不讲理的村民，讲理了。

“事情不大，可这就是生活。”程桔说，她
渐渐体会到，成人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做人
的工作，尤其难。可每当自己的工作得到村民
肯定，用网民的话来说，就是——— 感觉超
“燃”！

会写 PPT 的村支书

村里百废待兴，何处下手？当好书记，何
德何能？桔子这个爱笑爱跳的小姑娘，开始还
真有些愁。

“我最擅长干什么？在大公司里，我最擅
长写 PPT，做项目方案。”

桔子就按照写“国际项目方案”的思路，
详细整理了大市村发展的优势劣势，为村里
设定了“基础设施——— 产业——— 旅游”三步走
的整体发展规划。

拿着这些 PPT，程桔不断往县里、市里
跑。大家先是很惊奇，惊奇过后反而很认真地
听她详细介绍情况，最后还真争取来了不少
项目资金：改造了 1700 米主干道，加固河堤、
拓宽河堤道路 1200 米；新建了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预留了旅游发展的停车场；新建了 400
多平方米的光伏发电基地、150 亩绿色茶园
基地；引进占地 300 亩的淡水龙虾养殖基地，
年产值达到 150 多万元……

乡村振兴，有“人”才能振兴。作为“90
后”，程桔对这句话的理解更加深刻，她现身
说法，劝说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

村民丁伟明原本在深圳开工厂，桔子带
着 PPT，几次上门劝说。“她不光会讲 PPT，
为了让我回村，从选址到沟通开厂需要新增
的工业用电变压器，程桔跑了三个多月，把一
切条件办好只为让我回来。”丁伟明最终把设
备和技术师傅全都带回了村，如今年产值已
经达到 400 多万元，帮助 20 多名村民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

如今，程桔还在为村里筹划未来的旅游
产业。背靠丰富的旅游资源，程桔信心满满地
说：“现在村绿了，路好了，农家乐建起来了，
万事俱备，就盼来客。”

2017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 1 . 4万元。全
村实现脱贫摘帽，成为实施精准扶贫后，当地
最先脱贫的村。

2018 年初，程桔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她有个心愿，要带上全国两会说给大家听，也
说给同龄“小伙伴”们听：无论舞台是城市还
是乡村，都一样可以有“燃”的青春！

采访快结束时，趁着她不在，乡亲们也悄
悄对记者说了他们的心愿，想召唤更多的好
青年回到村里，也想帮这个美丽的姑娘找一
个合适的男朋友，让她把根深深地“扎”在村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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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记者白明山)陈
春芳，虽然名字带“芳”字，却是一个魁梧的山
里汉子，厚实的手粗壮有力，有神的眼睛透着
朴实。

陈春芳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灵寿县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原来做煤炭经
销生意的他，回村短短几年间让车谷砣村摘
掉了“贫困帽”，走上发展旅游的致富路。

车谷砣村地处太行山腹地，基础条件差，
4 个自然庄 69 户人家，2012 年人均收入不
足 800 元，是有名的贫困村。

“我以前做煤炭生意，在县城安了家，有
房有车，在村民眼里也是‘小有成就’，可是经
历的一件事让我感触很深。”他说。

“有一次村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来县

医院看病，老人一个劲儿地说‘我有钱，不用
你出’。当我打开她包着钱的手绢时，眼泪憋
不住了。有硬币、有一毛两毛的纸币，总共才
130 多元，老人觉得这些钱足够看病了，其实
做个 CT 都不够。我谎称有熟人，帮她垫付了
费用。”

“后来我就想，我一个人干好了，富我一
家；回去把村搞好了，200 来口人都受益。我
是车谷砣养大的，不能忘了这片山山水水，忘
了这里的父老乡亲。”

地处太行山的车谷砣虽然耕地贫瘠，但
山峦起伏，植被茂密，号称“天然氧吧”。这里
还有古长城、古炮台、抗战红色遗存，发展旅
游得天独厚。然而，落后的交通条件却严重制
约着村子的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进村有一段路叫狐仙
洞，长 700 多米，路窄弯急。为了拓宽路面，
陈春芳抱起冲击钻自己先上，崖顶上拴一
根绳子把自己吊住，崖侧树上再拴一根绳
子把自己固定住，吊上后，把小树坠得直摇
晃，看着的人心惊胆战，他却泰然处之。

为修这段路，他两个半月里披星戴月，
累到饭都不想吃，困得身子有个依靠就能
睡。最终，6 个干部硬是把这段路修到了 8
米宽。

如今，车谷砣村人均收入早已过贫困
线，可陈春芳依然忙得跟陀螺一样。去年车
谷砣村联合周边四个村，成立砣河联合党
支部一起发展旅游。他说：“一个村富不算
富，一个沟富才算富。”

陈春芳代表：

用今天“辛苦指数”换明天“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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