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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文佳

“今天要先去开村干部会，然后走访

村庄，下午要和一个公司洽谈旅游项目。”

白墙黑瓦，绿水潺潺，当清晨的阳光刚照

耀到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时，姜丽娟已

开始了一天的繁忙工作。

今年是姜丽娟在下姜村工作的第9个

年头，也是她当上村支书的第 5 个年头。

2016 年，原本在杭州安家落户的她，选择

回乡开办村里的第一家精品民宿。从此，

她的成长和发展与下姜村紧紧捆绑在一

起。

“回乡村的时候，我希望成为农村的

一名守望者，在农村打开一扇窗，让更多

的人看到农村、了解农村。”2016 年，下姜

村开始发展旅游业，姜丽娟怀着浓浓的乡

情返乡创业，和姐姐共同投资150万元，将

家里的老宅改成精品民宿。由她一手设

计的北欧风格民宿一开业，立马成了“香

饽饽”，当时村里的民宿均价百元一间，而

她的民宿四五百元一间还常常满员。看

到这等“美事”，村民纷纷前来“取经”，在

姜丽娟的带动下，不少年轻人开始返乡创

业，村里的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各种

餐厅和商店也陆续开业，下姜村焕发出新

的活力。截至目前，她已带动全村发展民

宿 37 家，床位 653 个，培育“下姜人家”餐

厅、水上实景演艺等 10 余种业态。2023

年，下姜景区共接待游客53.88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8710万元。

“小姑娘有魄力有能力！”这是村民

们对姜丽娟的普遍评价。2020 年，姜丽

娟当选为下姜村第六任村党总支书记，也

是最年轻的一位。“肩负着村民的期盼，深

感责任重大。”姜丽娟上任不久，就把村里

223 户农家走了个遍，了解群众诉求。解

决独居老人的住房问题、带着党员干部

到农业基地抢修大棚、提升改造村里的民

宿经营、拉上村里的老支书们一起直播

带货……姜丽娟不仅赢得了村民们的信

任，还给他们带去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据统计，2023 年，下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达 323.2 万元（含下属公司），经营性收入

达 246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067

元。

“妇女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前提是妇女自身要发展进步。”

这是最近姜丽娟在杭州市妇联“三八”妇

女节纪念大会上的发言，也是她一直践行

的理念。“我们成立公司，为女性提供打

包、发货等工作岗位。去年，我们打造了

一条共富后巷，很多女性参与到了产品制

作、门店管理和销售等环节。现在，越来

越多妇女姐妹愿意留在下姜、回到下姜，

因为这里也可以成为她们梦开始的地

方。”姜丽娟说，通过发展精品民宿、开发

文创产品、拓展农业基地、开办共富工坊

等，不同年龄和文化水平的妇女，在下姜

村都能找到就业创业的机会。

“我一直牢记‘先富帮后富’理念，带

动周边走共同富裕之路。”姜丽娟说，跳出

下姜，发展下姜，实现共同富裕新梦想，是

当前下姜村的使命所在，目前已与周边20

多个村组建“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实

现抱团发展。

姜丽娟：贡献“半边天”的新力量

□本报记者 沈璐兰

从高空俯瞰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

港村，几百个鱼塘有圆有方，这里是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州桑基鱼塘系

统的核心保护区，占地面积1000多亩，塘

里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

鱼粪肥塘，这种互为依存并互相促进的有

机循环模式，堪称一种高效种养形态，也

成为荻港村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

近年来，村民们在这片土地上栽桑养

鱼搞旅游，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致富

路。提及荻港村的“致富经”，就不得不提

湖州荻港徐缘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敏利，大伙儿都称她为“桑基鱼塘

的女儿”。

“2003年，‘千万工程’的东风吹到了荻

港，我们村自然环境好，历史文化悠久，村里

便借机发展乡村旅游。来玩的人是多，但他

们没地方吃饭，更没地方住宿，往往都是看

看就走了。”徐敏利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4年，她花光积蓄，整合当地荒废湿地、老

桑地、老鱼塘等资源，建起一家集休闲、娱乐、

垂钓于一体的渔庄——荻港渔庄。靠着“吃

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特

色，渔庄一经营业便打响了品牌，生意火

爆。如今，菱新公路的每个岔路口都能看到

荻港渔庄的路牌，荻港渔庄成了上海、江苏

等地游客悠闲休憩的目的地。

“桑基鱼塘就是我的本”，这是徐敏利

常挂在嘴边的话，她对桑基鱼塘的爱，更

是刻在骨子里。她请来专家团队攻坚研

发，还成立2个院士专家工作站，为村民提

供生态养殖、鱼桑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技

术指导服务。吃麦芽和桑叶的“荻港鱼”

每公斤能卖 40 元，比吃饲料的鱼要贵一

倍。“去年，我们开始尝试古法养鱼，比如

发现鱼得了肠胃疾病，只需在池塘边割一

把辣蓼（一种当地植物），揉碎撒到塘里给

鱼吃就行。相比喂食各种鱼药，这样能让

桑基鱼塘的生态系统得到更好保护。”徐

敏利说，如今荻港渔庄占地已扩展到 630

多亩，有600多名员工，都是本村人。她还

专门成立了渔达果蔬、阿大湖桑茶两家专

业合作社，吸收了100余户农户入社经营，

平均每户人家每年增收2万元。

每年鱼塘丰收时，身穿鱼纹彩衣的荻

港村村民，会用千斤锅、百座鱼灶，在荻港

渔庄烹饪鱼汤饭，现场还有鱼乐、鱼歌、鱼

火等传统节庆表演，这是鱼桑文化在新阶

段的“注脚”——鱼文化节，由徐敏利一手

创办，至今已举办15届，被认定为国家级

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活动。“把钱投到文

化领域，很多人觉得回报少、不值得。但

我想传统节庆活动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

宝贵财富，传承和保护是我们的责任和使

命。鱼桑民俗文化活动不仅要办，还要越

办越好。”徐敏利说，除了鱼文化节外，荻

港渔庄还创建了湖州鱼桑文化研学院，举

办全国“湖桑茶”论坛，并与当地的学校共

建鱼桑文化实践基地，举办不同规模的鱼

桑文化展览和比赛。如今，渔庄内保存的

鱼桑文化作品达1000多件，徐敏利还请专

业人士以民间号子为素材，创作了《鱼水

欢歌》。

湖光潋滟，桑叶沃若。20 多年来，这

位“桑基鱼塘的女儿”始终致力于桑基鱼

塘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利用，以“踏踏实

实为家乡做点事”的赤子之心，写就了一

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构

建渔庄研学、古村游学、桑基鱼塘体验为

一体，形成独特的农旅结合、以旅带农发

展格局，让桑基鱼塘这颗明珠散发更迷人

光彩。”徐敏利笑着说。

徐敏利：桑基鱼塘的“女儿”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绽放“她力量”
编者按：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妇女是一支重要生力军。“三八”国际妇女节前，本报记者采访了3名我省农业农村领域2023年度全

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的风采吧。

□本报记者 丁佳味

正值春耕备耕时节，记者联系朱小勤

时，她正在田间地头忙着指导农户。

作为海盐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种

植业执法分队（海盐县植物检疫站）队长

（站长），朱小勤牢记初心和使命，30年如

一日，奋斗在农业生产一线，与病虫害斗

智斗勇，为农作物保驾护航，被农户亲切

地称为“虫阿姨”。

“朱站长真的是尽心尽责，这么多年，

多亏了她。”在海盐提到朱小勤，当地农户

无不夸赞。如今，朱小勤的电话已成为海

盐农民的“热线电话”，他们在农业生产中

遇到问题，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她，她也多

次准确发出病虫害暴发预警，为农户挽回

不少损失。“农户来找我是信任我，我要对

得起他们。”朱小勤说。

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高温酷暑，朱小

勤都坚持每天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病虫害情

况，绝不掉以轻心，还经常入户走访，帮助

农民解决农业生产技术难题。2020年8月，

水稻正处于孕穗期，朱小勤在水稻田内观

测到迁飞型害虫短翅褐稻虱出现时间比往

年早，且虫量偏多。根据往年经验及多年

数据记录，她预测水稻褐稻虱将暴发，必须

采取防治措施。很快，海盐县植保站就下

发了水稻虫害预警，并联合镇植保员开展

宣传，最终避免了一次水稻大面积倒伏、减

产的虫灾。2019年，海盐县430亩水稻由于

延误农时，面临歉收的巨大风险。朱小勤

凭借多年的技术经验，制定方案，指导农户

科学用药，最终水稻亩产达到490公斤，为

农户挽回18万余元经济损失。

农技推广是一项持久战。多年来，朱

小勤一直坚持“农药减量，保护生态”的理

念，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不理解的农户，她总

是耐心解释，仔细指导。朱小勤说：“这不

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搞农业，要耐得住性

子，要实实在在做出效果给农民看，让他们

真切看到农业技术既可以防治病虫害，还

能节约成本，这样他们才愿意用，才敢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小勤带领的团队

先后完成80多项农药药效试验，成功筛选

出30多个适合当地土质的农药；推行“农药

减量”，亩均农药使用次数从9次降低到目

前的2次；攻克了“水稻田农药减量控害增

效”“杂交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控”“超级稻机

械精量穴直播高产高效技术研发及应用”

等10多项技术难题，先后获得部、省、市科

技进步奖、农业丰收奖等20余项。其中，她

牵头的“海盐县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模式”成功入选2023年全国百套农作物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在全国推广。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不变的信

念，为农民服务是我最朴素的心愿。”朱小

勤说：“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换来更多农民

丰收的笑脸。”

朱小勤：坚守稻田的“虫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