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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记者谢昊）在北
京市延庆区的一家奶牛养殖场，耿铁焕正在牛
舍旁巡视。养殖场里播放着音乐，奶牛有的站
着，有的卧着。一排整齐的喷雾装置分布在围栏
四周，数十台大型电风扇飞快转动，牛舍里几乎
闻不到异味。

52 岁的耿铁焕是北京大地群生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2006 年，只有小学文化的她
开始与人合伙在村里养殖奶牛。到现在，养殖场
共有奶牛约 1100 头，其中泌乳奶牛 500 多头，
日产生鲜奶约 16000 公斤，带动周边 50家农户
增收致富。

奶牛养殖并不简单。不到 10 年前，由于采
用传统的养殖方式，合作社的收入只能维持正
常运转，更经不起奶牛疾病的侵扰和牛奶市场
价格的波动。随着养殖利润越来越低，陆续有人
退出合作社，耿铁焕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次偶然的机会，耿铁焕通过延庆区畜牧

技术推广站接触到一支被称为“奶牛保姆”的团
队。听说团队成员都是奶牛领域的知名专家，还
无偿提供技术服务，耿铁焕开始试着接受团队
专家的指导。

“奶牛保姆行动”发起于 2012 年，由奶牛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路永强牵头。为解决奶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问
题，“奶牛保姆行动”联合在京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推广单位和相关企业，运用科技手段为奶牛
养殖户解决实际问题。

“作为‘奶牛保姆’，我们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
奶牛，让养殖户获得实在的好处。”路永强说。

奶牛养殖经常出现各种难题，若解决不及
时，会给养殖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有一次，
养殖场的奶牛连续一个月配种失败，耿铁焕凭
借过去的经验，尝试各种办法还是没能解决问
题，于是找到“奶牛保姆”团队。

了解情况后，“奶牛保姆”团队 12 位来自不

同领域的专家第一时间赶往耿铁焕的牧场。在
经历现场采样、实验室化验后，最终确定是饲料
配比有问题。经过针对性调整，奶牛终于成功进
行了配种。

在接受新技术、新产品的过程中，耿铁焕的
观念也得到更新，逐渐将科学饲养、福利养殖、生
态养殖、种养结合等理念运用到实践中。

在过去，合作社的奶牛每天产生几吨的粪
便，不仅清理成本很高，还滋生细菌和寄生虫。
在“奶牛保姆”团队专家建议下，耿铁焕在牛舍
里铺上一层带有发酵菌的锯末，在分解粪便的
同时，让奶牛生活环境更舒适，产奶量和牛奶品
质也得到提升。

随着经济效益提升，耿铁焕的养殖场规模
越来越大，跟“奶牛保姆”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我们经常交往互动，亲得跟兄弟姐妹一样。”耿
铁焕说。

跟“奶牛保姆”关系“亲密”的，何止一个耿

铁焕。路永强介绍，行动实施以来，共培训各
类技术、管理人员 7 万多人次，推广新技术
（产品）455 项，覆盖奶牛 178 . 7 万头次。经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测算，
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17 . 09 亿元。

实际上，“奶牛保姆行动”不是个例。从
2009 年开始，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开始陆续建
设包括奶牛产业在内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北京市创新团队。截至目前，共建立果类蔬
菜、叶类蔬菜、食用菌、粮经作物、西甜瓜、生
猪、家禽、奶牛、观赏鱼和鲟鱼鲑鳟鱼等 10 个
优势产业创新团队。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程晓仙表
示，创新团队立足产业需求，解决产业中下游
成果落地问题，把更多的先进实用技术成果
“落户”到生产一线，是地方推广体系和推广
机制的重要创新。

“ 像 照 顾 婴 儿 一 样 照 顾 奶 牛 ”

京郊有这样一群“奶牛保姆”

进入盛夏，天津市蓟州区
出头岭镇双河湾食用菌产业园
的大棚内，43 岁的刘海军正弯
着腰，满头大汗地忙活着。现在
正是棚里接种菌棒的好时节，
刘海军一刻也不敢耽误，他期
待着年底大棚内的食用菌能有
个好收成。

在外奔波打工十余年，刘
海军没攒下什么钱。回到家乡
出头岭镇后，刘海军怎么也没
想到种食用菌，竟然种出了“红
火日子”。

“一个大棚收成 3 万斤左
右，按一斤 3 块钱算，刨去工钱
和租棚费，一年能收入近 3 万
块钱。”刘海军掰着手指头喜滋
滋地算了一笔账。

出头岭镇地处天津蓟州东
北部，北靠龙、凤二山，南临天
津市“大水缸”于桥水库。

“以前村里的老百姓就靠
种地，收入少，日子过得紧紧巴
巴。”刘海军叹了一口气。

天津市 2017 年在全市农
村排查确定 1000 多个困难村
和经济薄弱村，开展为期 3 年
的结对帮扶工作。出头岭镇有
13 个困难村，刘海军所在的李
家仓村也在其中。

有的村民感叹：“身住出头
岭，可却难出头。”

办法总比困难多！出头岭
镇耕地资源有限，但山水环绕、地处库区，适合菌菇类
作物生长，于是镇里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

为了日子更有奔头，刘海军也开始尝试着种食用
菌，刚开始租了农户的几亩地建了大棚，干起来才发现
并不容易。“各家各户都是自己种，规模小，啥品种都
有，产量也不咋地，还卖不上价，起早贪黑还是挣不了
几个钱儿。”

正当发愁的时候，天津市拿出“真金白银”，帮助困
难村发展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出头岭镇也拿到了帮
扶资金。

作为产业帮扶工作的“重头戏”，蓟州区统筹使用
帮扶平台资金 5000 多万元，规划建设了双河湾食用
菌产业园项目，辐射出头岭镇的困难村。困难村的菇
农们不仅可优先承包大棚种植 ，还能享受租金的
优惠。

“听说区里来专家教我们技术，收成后还包收包
销，于是我在双河湾食用菌产业园里包下了 5 个棚专
门种香菇。”考虑再三，刘海军下了决心。

“会赔吗？卖不动咋办？”刘海军心里也犯嘀咕。
“政府不仅在政策上支持我们，还帮着我们打开了

销路。”去年，香菇收获时，刘海军全家出动，还雇了 10
来个人，每天一大早去棚里摘香菇，收香菇的货车就等
在棚外。

刘海军看着日渐鼓起来的钱袋子感叹道，“种食用
菌可比出去打工强多了”，于是他马上从园区里又租了
5 个棚。

食用菌摇身一变帮菇农撑起了“致富伞”。如今，出
头岭镇 13 个困难村每人年收入比帮扶前平均增长
6600 元，村集体年收入平均增长了 7 . 5 万元。

政府搭台，政策给力！
如今，出头岭镇形成了占地 6000 亩、3000 个大棚

的食用菌生产规模，年产食用菌 8 万吨，成为华北地区
有名的食用菌生产基地。5000 余户农民从事食用菌生
产，年产值达 5 亿元。

“镇上还建设了食用菌棒生产加工厂，菌棒制
作效率高污染小，而且食用菌不施化肥不打药，有
绿色认证 。”天津市蓟州区出头岭镇党委书记张
超说。

产得好，还要销得旺。依托“互联网+农业”产销一
体化模式，小小食用菌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走出国
门，远销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等地。

“真没想到，我棚里的香菇上了外国人的餐桌，身
在出头岭，终于出了头。”刘海军笑得合不拢嘴。

“食用菌致富的路是越走越宽，今年我们还尝试用
‘直播带货’扩销食用菌，在‘云’上打品牌。我心里想得
很简单，希望咱出头岭镇老百姓的日子都能‘出头’，过
得红红火火。”张超信心满满。 （记者张宇琪）

新华社天津 7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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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7 月 15 日电（记者马希平、马
莎）黄土高原贫瘠，传统观念限制着东乡女的脚
步，却锁不住东乡女追求独立自主的心。返乡女
孩马萧萧创办了东乡土本土刺绣工艺扶贫车
间，在她的带领和当地就业扶贫政策支持下，如
今的东乡女拿着针线，绣繁花，绣一片新天地，
也绣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冀。

“初心”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也是全国唯一以东乡
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东乡族女性大多
精于刺绣工艺，绣品栩栩如生、配色大胆。曾经，
由于传统观念影响，东乡族女性无法走出家门，
刺绣虽是她们为数不多的乐趣，却没能形成经
济效益。

“90 后”女孩马箫箫是舀水村为数不多的
女大学生，每每回乡，看到自己曾经的玩伴早早

嫁人，守着灶台孩子，从未出过远门，毫无经济
来源时，马箫箫打心眼里想帮助她们，想让东乡
族妇女的刺绣，从炕头爱好，走向大市场。

大学毕业后，马箫箫从省会兰州回到家乡
东乡族自治县达板镇舀水村，成立了东乡土本
土刺绣工艺扶贫车间。马箫箫把自己想要帮助
同乡妇女的“初心”，付诸在这鲜艳的刺绣上，只
为了把东乡族女性的绣品卖出去，给东乡女们
带来收入，让东乡族刺绣工艺得到传承。

“困难”

“刺绣能挣几个钱？女人就挣不了钱！”
2018 年初，马箫箫一腔热血地四处联络绣

娘，但这样的闭门羹，她吃了不少。在当地传统
观念看来，女性不用读太多书，不需要赚钱，在
家听公婆和丈夫的话，守好家庭和孩子，就是最
大的本分。

马箫箫偏不服输。为了把东乡族女性的刺

绣手艺变成“指尖上的产业”，2018 年至今，她
开着车跑了 5 万多公里，挨村挨户地去找绣娘。

“大家手艺不一样，能说服一个就决不放
弃。”马箫箫说。

面对那些难啃的“硬骨头”，马箫箫反复上
门，给一大家子做思想工作。招绣娘，难。但招到
绣娘，马箫箫和绣娘都打心眼里高兴。

“重生”

2018 年，东乡土本土刺绣工艺扶贫车间在
舀水村落地，以订单制方式经营，80 多名东乡
族妇女在此就业，覆盖舀水村附近 6 个贫困村
近 200 名妇女居家绣花。自此，这些东乡女有了
自己的职业——绣娘。

这些绣娘每月收入在 900 元至 3000 元不
等，她们还可以居家就业，不仅挣了钱贴补家
用，家人也越来越支持她们去绣坊工作。

2020 年 5 月，富有东乡族文化特色的刺绣

丝巾在网络直播间上线，3000 件绣品被秒
光，并于当日预售 5 万件绣品，目前在赶
工中。

今年，马箫箫和绣娘们搬进了当地政府
在东乡县大树乡新修的刺绣扶贫车间进行加
工生产，当地政府还在电费等方面提供优惠。

马海者是东乡土本土刺绣工艺扶贫车间
的一位绣娘。她说：“挣到钱真的很好，给自己
和孩子买喜欢的东西，终于不用向家人伸手
要钱了。”

2020 年，东乡族自治县贫困发生率从
2013 年的 38 . 74% 下降到 4 . 25%，建成运行
扶贫车间 35 个，吸纳就业 1586 人，帮助贫困
群众特别是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对于未来，马箫箫说：“东乡刺绣虽藏于
黄土高原深处，但我想让东乡刺绣走出国门，
让全世界都知道东乡刺绣和东乡族女性的
美。”

东乡绣娘，指尖绣出一片天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15 日电（记者李凤双、
王春雨、强勇）“七一”前夕，59 岁的“林大胡子”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手写的 3 页纸上满是密密
麻麻的字，虽然字迹不够美观，但语言质朴、
恳切。

“林大胡子”名叫林福有，是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木兰县新民镇新华村人，因脸上留着山羊胡子
被称为“林大胡子”，他有一手拔尖的烧酒手艺。

为啥想入党？
林福有搓着手认真想了想：“家里有难时，

是党的扶贫政策帮了我，让我在这个岁数还能
支起烧锅、再酿酒。”

事情还得从 20 多年前说起。
当时林福有的酿酒技术已小有名气。他家的

酒不掺假、味道正，风头甚至盖过县里的酒厂。
发展顺风顺水。2008 年，林福有把酒厂交

给儿子，提前“退休”带上老伴四处旅游。哪承
想，由于经营不善，没几年酒厂就破败了，被转

卖不说，还欠下 100 多万元外债。
“那时万念俱灰。”林福有眼角有点湿。不久

老伴又查出结肠癌，他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
策，日子一下子跌到谷底。曾风光的“林大胡子”
成了贫困户。

“是驻村工作队和村里鼓励我，帮我筹钱，
让我从绝望走出来。”林福有在入党申请书里
写道。

2017 年，哈尔滨市卫健委驻村工作队进驻
新华村，了解贫困户情况后，队长蒋胜主动找林
福有，“老林，咱有手艺还怕啥，岁数大了一样创
业”。林福有低下头，生活的打击让他既缺心气，
更囊中羞涩。蒋胜说：“只要有信心，钱的事别
愁，我来想办法。”

从此蒋胜隔三差五就给林福有做工作、解
心结。4 万元扶贫贷款在一次次奔走后到账，小
酒厂建起来，“林大胡子”重出“江湖”。

当年，秋收的高粱在“林大胡子”烧锅里变

成汩汩流淌的酒浆。新华村党支部书记丁永
厚说，烧酒附加值大，利润可观，春节前林福
有的酒销售一空，收入两万多元。

致富信心回来了。脱贫后林福有在工作
队帮助下做大酒厂，把酒卖到海南、广东、上
海等地。有压力时他就找工作队，“和他们聊
会天，心里就舒服多了。”他说。

2018 年林福有被评为“新民镇新华村脱
贫致富之星”。吃水不忘挖井人。林福有说：
“脱贫最应感谢党，我也想帮助更多人。”

比起几年前，林福有判若两人，近花甲之
年的他仿佛又回到年轻时。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初期，村里紧缺酒精，他烧了 70 度的酒应
急，还免费给村里水房消毒，给防控卡点送牛
奶等慰问品。

“请党组织进一步考验我。”交上入党申
请书的林福有，觉得生活又有了奔头，心中的
灯也更亮了。

小酒坊再酿新生活

（上接 1 版）

全力以赴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在抗洪一线，子弟
兵护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感谢你们的付出，向你们致敬！”安徽歙县第二中
学高考考点的考生们走出考场时，向守护高考的武警
黄山支队官兵鞠躬致谢。

受强降雨影响，安徽歙县城区严重内涝，7 月 7
日的高考科目推迟到 7 月 9 日。开考前 1 个多小时，
一名脚踝骨折的考生无法到达考场，正在担负城市排
涝任务的武警黄山支队官兵采取人力背运，将他送至
考场。

“同志，能不能帮帮忙？”7 月 10 日，村民程桃香边
喊边向刚刚处置完管涌险情准备撤离的武警南昌支队
官兵跑去。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家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
区大塘坪乡新培村的程桃香家鱼塘被淹，鱼塘外围铁
丝网被冲毁，暴雨漫塘导致大量活鱼流失。

接到村民求助后，已经非常疲倦的武警官兵再次
争分夺秒就地取材装填沙袋，在鱼塘周边垒起一道临
时堤坝，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

刚刚驰援武汉的东部战区总医院、第 901 医院、
第 908 医院抽组的 160 名医护人员，也奉命开赴江
西、安徽等地，为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医疗
服务。

面对多地防汛抗洪的严峻形势，陆军以东部战区
陆军为主，先后出动第 71集团军、第 72集团军、第 73
集团军等多支部队参加抗洪抢险。截至 7 月 14 日晚，
各任务部队全部到达任务地区，东部战区陆军 2 . 3 万
余名官兵奋战在长江、鄱阳湖沿岸 26 个县（市、区），全
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杭州 7 月
15 日电（记者许舜达、
方问禹）“这次能通过正
高级职称资格评审，体
现了政府对我们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的重视和关
心，既是一种荣誉，更是
一种责任。”通过正高级
职称资格评审的宁波微
萌种业有限公司首席专
家薄永明说。

记者 15 日从浙江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在
浙江首次承接的农业正
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中，
薄永明等 4 人成为浙江
省首批拥有正高级职称
的“职业农民”。

“我是从事育种工
作的，育种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在试验的种子
里，最终能成为产品的
种子，或许只有 1%。”
薄永明表示，正是凭着
对这“1%”的坚守，近 5
年来该公司研发的种子
已推广种植 250 多万
亩，累计帮助农民实现
增产增收达 30 亿元。

数据显示，近年来，
浙江省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发育充分，在现有的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业中，已通过职业技能
鉴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达
16 万人。

为加快推进农业人
才职称制度改革，2017
年 7 月，浙江省提出打
破户籍、地域、身份、人
事关系等制约，将新型
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
职称的评审范围，评审
并轨、证书统一。

据浙江省农业农
村厅人事处负责人介绍，在农业正高级职
称资格评审工作当中，他们与浙江省人社
部门经过多轮会商，科学确定评审条件和
量化标准，坚持突出政治品德和工作实绩，
坚持激励基层一线和农业主体，并对每位
评审对象按分类评审原则进行量化评分，
严格把关。

据了解，下一步，浙江将通过职称评审
向一线倾斜等多种途径，着力打造引领型、
开放式、多元化、可持续的“三农”人才队伍，
为广大涉农人才在广阔农村创业创新提供
更好环境，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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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日，秦
皇岛市抚宁区抚宁镇
的妇女在孤竹园草编
基 地 编 制 草 编 工
艺品。

近 年 来 ，河 北
省秦皇岛市抚宁区
抚宁镇发挥当地草
编技艺历史传承优
势 ，采用“公司 + 合
作社 + 农户”模式 ，
引领闲暇在家的妇
女 利 用 玉 米 皮 、蒲
草等编制草编工艺
品 ，带动 2 0 0 多名
妇 女 家 门 口 就 业
增收。

据介绍，目前该
镇的草编工艺品远销
日本、韩国等海外市
场，年产值达 3000 多
万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草编技艺

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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