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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合莲：小村里的“大姐大”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周琳琳

在任丘市于村镇东黄垒村，提起村
妇联主席陈合莲，人人都能夸上几句。

“陈姐是俺们的知心人，她经常跟姐妹们
念叨，照顾好父母公婆，管好了小家，
就是为大家作贡献。”“合莲是当之无愧
的党员先锋，别看她岁数不小了，可村
上有啥事儿，都积极冲在前头”……

发型简洁，笑意暖人，眼前的陈合
莲，让人不由生出一股亲切之意。陈合
莲 2018年被推选为东黄垒村妇联主席，

由于为人和蔼、工作勤快，她被村里的
妇女亲切地称为“娘家人”。

为了给妇女姐妹谋划发展机会，她
积极联系上级妇联组织，开展技能培
训，让大伙儿在家门口就能长本事。

“俺村周边都是采暖炉厂，多招男
工，不少妇女想外出打工，也找不到合
适的活计。俺们组织培训，以月嫂、保
姆等家政方向为主，主要就是让大伙儿
学个技能傍身。”陈合莲说，凭借着一技

之长，有人到任丘市区就业，还有人到
了北京务工，每个月能增收六七千元。

“农村有句俗话叫，穷打，越穷越
打。现在姐妹们有了自己的事业，能赚
钱养家，不光收入提高了，生活也更和
谐。”看到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陈
合莲打心眼儿里高兴。

充分挖掘妇女姐妹的才情，她还牵
头成立了东黄垒舞蹈队，每逢节日庆
典，一众人聚在一起唱唱跳跳，别提多
开心了。活动虽丰富了，可是没有场
地。为此，陈合莲又同村党支部书记刘
占帮沟通，多次同去向上级部门申请项
目。2019年，河北省示范妇女之家落户
东黄垒村，涵盖了妇女维权室、妇女活
动室、儿童之家、图书阅览室、妇女讲
习所等功能厅室以及室外活动场地。妇
女之家不仅仅是休闲活动的场所，更是
宣传党建、脱贫攻坚的主阵地。每次活
动开始前，陈合莲都会见缝插针地向大
伙儿讲述上级的好政策，助力村“两
委”开展工作。

“东风”频吹，这些年，东黄垒村修
路、改厕、清垃圾，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进一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陈合莲
还号召妇女姐妹们主动净化、美化居室
庭院，创建“美丽庭院”，以庭院“小
美”汇聚乡村“大美”。如今，东黄垒村

700多户人家中，已有500多户荣获“美
丽庭院”称号，其中，100余户村民家还
获评“精品美丽庭院”。

生活中的陈合莲，热情开朗、乐观向
上，是大家心目中的“知心大姐”。谁家
夫妻有矛盾了、生活上遇到烦心事儿了，
总爱找她唠一唠。只要帮得上忙，她从来
不含糊。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点滴小事，
为妇女姐妹们注入了一股股正能量。在陈
合莲的带动下，东黄垒村还成立了巾帼志
愿服务队，定期开展扶贫帮困、义务扫除
等活动，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村里的五保户、低保户和建档立卡
脱贫户，也是陈合莲重点关注的对象。
谁家有病了需要帮助、谁家年龄大了干
不了重活儿，她一清二楚。陈合莲和巾
帼志愿服务队还定期帮他们打扫卫生，
逢年过节就送去温暖，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不丢下一个人。

这些年，在东黄垒村，为陈合莲
“点赞”的人不少。对于自己的付出，她
却总说微不足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这些都是俺应该做的。大伙儿推选俺当
妇联主席，是对俺的信任，俺不能辜负
这份情意。今后，俺会继续尽自己所
能，充分发挥妇女姐妹们‘半边天’的
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贡献更多
力量。”陈合莲言语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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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找王镇大郝家寺
村，百益生态养殖场每天都
会传来动听歌声。走进养殖
场，才发现，在这里欣赏音
乐的不是人，而是一头头憨
态可掬的小猪。

“ 听 音 乐 让 人 心 情 舒
畅，对猪来说也一样，这样
它们就不会暴躁地在圈里东
跑西颠了。”养殖场负责人
任淑敏说，每天早晨，她会
定时把音乐打开，到了晚上
再关掉。

任淑敏是大郝家寺村的
一名普通村民，也是村民们
公认的不走寻常农业路的

“怪人”。这不，她的养殖棚
室，左半边是干净整洁的猪
舍，右侧则是绿油油的菜
畦。

走进大棚，闻不到想象
中的刺鼻气味。

“俺在棚里建了发酵床
来养猪，棚顶有喷水头，饲
料是自己配的。猪饲料、饮
用水及发酵床上都喷了益生
菌，所以不光猪的身体健
康，产生的猪粪味道也小。
自建棚以来，没有一头猪生
病。”任淑敏说，采用这样
的养殖方法，猪肉不仅口感

好，品质更好，吸引来了京
津客商。

采用“猪菜共生”循环
种养模式，养殖产生的粪
水，被用来直接灌溉菜畦，
剩下的猪粪，制成有机肥
后，同样是蔬菜喜欢的营
养。有机肥栽种的蔬菜抗虫
害性强，在管理中也少用药
剂，备受顾客青睐。

像这样一地两用、种养
结合的生态农业，并不是任
淑敏首次探索了。因为要照
顾家庭，不便外出打工，为
了在地里讨到更好的生活，
她没少开动脑筋。早在10多
年前，别人还循规蹈矩种玉
米、小麦、棉花时，她就转
变思路，不光种起了金银
花，还在花下养了鸡。

“俺的初衷很简单，农
业周期长、投资大、回报
慢，家里的地块有限，在同
样的土地里多产生效益，就
是俺不断探索的动力。”那
时，为了保证金银花的药
性，地里长了草，不能施用
除草剂，只能靠着人工锄。
劳累之余，她突发奇想，试
着将几十只鸡撒到了金银花
地里，没想到效果不错，没
几天，地里就没了杂草的影
子。

“鸡吃草、吃虫，省了
不少人工，鸡粪还田，金银
花也长得不错。”更让她欣
喜的是，由于“饮食”纯天
然，产出的鸡蛋品质高、味

道好，一个就能卖到1.5元。
这次尝试，让任淑敏尝

到了创新的甜头。此后，她
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仅
探索出“猪菜共生”循环种
养模式，还试验了“瓜薯套
种”的新型种植路。

任淑敏让西瓜和红薯在
一条垄上做邻居，也不是一
蹴而就的。三四年前，她先
是尝试覆膜滴灌种红薯。

“铺上滴灌管道，再覆膜，
不仅可以防草，还能节水保
墒，减少病虫害发生。”膜
下栽的红薯，比露天种植早
熟一个来月，“身价”也更
高，让地里的收益大幅提
升。

红薯管理日益成熟，爱
思考的任淑敏又发现了新问
题——起垄种红薯，垄间的
空间却被白白浪费了。由于
种植红薯的地块是沙土地，
任淑敏便想到了西瓜种植。
她上网查询，还真找到了西
瓜、红薯套种相关技术，在
垄背种红薯，垄沟种西瓜。

“西瓜在地上长，到六
七月份就熟了。红薯在地下
长，虽然栽得早，但生长期
长，到九十月份才收。西瓜

早期生长旺盛，但是根部并
不大，不会抢了红薯的营
养 。 红 薯 早 期 生 长 较 缓
慢，六七月份西瓜收获后，
及时清除瓜秧，对红薯中后
期生长影响不大。”虽然周
边人对这种套种模式心存疑
虑，但任淑敏还是脚踏实地
干 了 起 来 。 丰 收 后 一 算
账，红薯亩产 5000 公斤，
品质没的说，而每亩两三
千元的西瓜收益，是“意
外惊喜”，可以补上红薯的
种植成本。

这些年，无论是种植
路，还是养殖路，任淑敏都
特立独行，不光不少传统思
维的农民不认同，就连她的
家人有时也不理解。但她并
没有被质疑所困，不论投入
多少人力、物力还是接连失
败，都没有停下脚步，就是
想蹚出一条成熟的致富路，
推广给更多人。

“无论是种养结合还是
生态农业，都是现代农业提
倡的，这说明俺的发展方向
没错。现在，俺的猪肉比普
通猪肉一公斤多卖 20多元，
证明只要有市场，生态养殖
经济效益更好。今年，俺的
目标是把销路打开，让好产
品被更多人关注。”任淑敏
信心满满，“也欢迎对这种
发展模式感兴趣的农户前来
考察，交流技术，帮助更多
传统养殖场向生态发展转
型。”

任淑敏任淑敏：：生态农业探路人生态农业探路人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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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双姐黄骅双姐”：”：卖火冬枣和鲜桃卖火冬枣和鲜桃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韩 玉

去石家庄的路上，于丽丽思绪万千，
40岁了，她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再出发。

2017年，她从北京回来，把夫妻俩
经营的建材生意交由丈夫打理，为的是
回归家庭，照顾青春期的孩子。回到家
后，于丽丽并不打算闲下来，“在北京是
给丈夫当助手，这次是要开启属于自己
的一份事业。”

于丽丽把目光对准了家乡的冬枣。
于丽丽是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

孔店村人。孔店有着悠久的冬枣种植历
史。通过微信建立起来的销售网络和对
冬枣品质的良好把控，家里 4亩地的冬
枣被于丽丽销售一空。但于丽丽并不满
足于此。多年的销售经验练就了她敏锐
的市场嗅觉，当她意识到直播这一风口
时，立即踏上前往石家庄学习直播知识
的旅程。

像再次回到校园一样，于丽丽把自

己当成一块海绵，一边努力学习知识，
一边加紧操练，一待就是大半年。

“之前我们拍的视频大多是关于种植
经验的，面向的是和我们一样的种植大
户。通过学习，我们想改变拍摄内容，
多拍产品，拍面向客户的内容。”于丽丽
说道。

回到家，于丽丽一边在直播中继续
摸索经验，一边和妹妹于双双创立“黄
骅双姐”这一品牌。妹妹负责果树管
理、品质把控，姐姐负责直播带货、电
商销售，姐妹同心，其利断金，两人走
出了自己的发展路径。

2019年，两人又在滕庄子镇西道安
村流转了 50亩地用于果树种植。“管冬
枣人工费高，而且就卖一季，产品太单
一。我们想着种植桃子、苹果、梨等多
种果树，一是节省人力，二是为了丰富
销售品类，增加客户黏性。”

姐妹俩的种植管理经验不多，只能
边种边学习。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到晚上六
七点钟完成一天的工作，剩下的都是学
习时间。姐妹俩关注了许多农业大咖，
到了晚上就开始学习农业知识，“现在是
互联网时代，都是刷视频，不如刷些有
营养的知识。”

学习中，于丽丽发现了蚯蚓粪。“达尔
文说过，‘除了蚯蚓粪粒之外没有沃土’，蚯
蚓粪属于有机肥，被称为‘有机肥之王’。”
为了节省成本，姐妹俩买来蚯蚓和牛粪，
自制蚯蚓粪。“就想着打造更好的品质，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于丽丽说。

去年，果园的桃子开始结果，她
们知道，得熟透了才好吃。但这就意味
着必须得快速销售出去，不然会产生大
批烂果。于丽丽并不确定多快能销售出
去，但却一直坚定只卖熟透的桃子。

“我们一直秉承的理念是提供优质的产
品，哪怕桃子烂了、扔掉都没关系。因
为我们卖的不是这一年，是未来的好几
年。”

开园那天，出乎姐妹俩的预料，几
天的工夫，桃子就被抢购一空。采摘园
内，有人原本不爱吃桃，在朋友的劝说
下，吃了一口后连吃3个；客户反馈，1
岁多的孩子说话还不利索，睡醒了就喊

“桃！”……于丽丽算了一笔账，去年采
摘园内亩收益达 1.5万元，明年到了丰
产期，亩收益预计能到2万元。

于丽丽常说，自己并不是要做多大
的事业，只要善于学习、不停学习，家
门口也会有很大的市场。现在，姐妹俩
正筹备着打造一个抖音号，开辟一个小菜
园，销售蔬菜和种子，俩人憧憬着：“4
月份，场景就能搭建起来，又可以开播
了。”

张雪张雪：：多面生活多彩人生多面生活多彩人生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文娟

她爱岗勤奋，是远近闻名的重点龙头
企业当家人；她善良坚韧，是孝老爱亲的
好儿媳；她活泼开朗，是正能量满满的文
艺骨干……她就是盐山县边务镇窦边务村
村民张雪，在多面生活中绽放芳华，散发
着新时代的女性魅力。

走进位于边务镇的沧州红昊农产品
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雪一边忙着将
一箱箱冬枣装车，一边不时拿起手机回
复订单业务。

“今天得向客户发 2吨多枣。一般到
2月，我们就停产了，主要以发货为主。
由于我们加工的脆冬枣品质好，客户都
认可，这一年到头，订单不断。”张雪爽
利介绍道。她说，随着客户不断增加，
公司每年可售出近80吨脆冬枣。

别看现在生意红火，可张雪能走出
这条成功路，并不容易。

1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张雪看到农
户往河沟里倾倒滞销的冬枣。那无奈的
神情和成堆的冬枣刺痛了她，责任感十
足的她萌生了收购冬枣做加工的想法。

她是个说干就干的性格，当即就注册

了公司。哪承想，因为缺少专业知识，申
请食品企业生产许可证时却遇了难。

“不会咱就学，一次学不好，我就再
学，只要肯学肯干就一定能行。”凭借着
骨子里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儿，她不仅顺
利按图纸建起生产车间，还将各项资料
准备齐全，终于拿到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公司投入生产，张雪更忙了。不断
完善加工工艺，让脆冬枣品质精益求
精；亲自去枣园选枣，从源头上把控枣
品；销售、接待忙个不停，奋力拓展市
场渠道……为了干好这项事业，她甚至
把家安在了工厂里，24小时不离开工厂。
在她的勤奋经营下，公司成了当地有名
的重点龙头企业，生产的“原始林”“千
童”牌脆冬枣，在市场上小有名气。

这份事业，不仅让张雪一家生活富
足，还让周边村庄的妇女也多了一份收
入。公司的去核车间按斤核算工资，这
样，女工们能自由调整上班时间，在打
工的同时接送孩子。如今，每到加工旺
季，公司可带动周边 30多位妇女就业，
干活儿麻利的，每天能挣100多元。

将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张雪同样没
有忽视自己的家庭，是让人敬佩的“好
儿媳”榜样。她与丈夫结婚时，公婆已
年过六旬，且体弱多病。2009年春天，
婆婆突发疾病住院，生活不能自理。为
了让老人尽快恢复，张雪不仅精心照顾
好老人的每一顿饭，每天，还给老人擦
洗身体、端屎端尿。这样坚持了多半
年，老人的身体恢复得比以前更好，逢
人便夸：“有这样的儿媳妇，我可是享福
了。”2012年，张雪的公公突然查出癌症
晚期。她没有犹豫，当即拿出家中准备
盖新房的 20万元，支持家人去天津给公
公治病。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雪还一直想
着如何为乡村振兴出力。“实现乡村振
兴，不只是经济振兴，也是文化的振
兴、精神风貌的振兴。”从小就喜爱文艺
的她，在村里组织起了文艺队伍。晚饭
后，她们三三两两，伴随着欢快的乐曲
尽情起舞，欢声笑语不断。“以前闲着，
俺就好打麻将，生出不少矛盾。加入文
艺队，不仅锻炼了身体，心里也高兴。”

“凑到一块儿唠闲嗑、扯皮的越来越少
了，大伙儿一块儿唱唱跳跳，日子越过
越舒心。”人人脸上笑容洋溢。

自发筹集设备、服装后，这支“草
根”文艺队走上了正轨。接到边务镇或
盐山县组织文艺演出的通知，张雪会提
前组织，做好包车、服装等义务服务，
带着大伙儿走上更大的舞台，将新农村
的风采展现给更多人。

陈合莲陈合莲（（左二左二））向妇女姐妹宣讲好政策向妇女姐妹宣讲好政策

任淑敏探索任淑敏探索““猪菜共生猪菜共生””循环种养模式循环种养模式

张雪把小冬枣做成大产业张雪把小冬枣做成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