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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田地，闻着麦香

80 后女大学生化身
“新农人”

堂堂大学生，回来种地？2008 年 3 月，怀

揣中国农业大学的毕业证，25 岁的薛丽娜拽

着男朋友李宁，放弃城里已到手的工作，回到

家乡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有老乡不理解，

这女娃娃苦读十余载，本来可以留在城里了，

咋又回来了？

这样的议论让薛丽娜压力不小，但有父

亲撑腰，她释然不少。父亲薛传谦是镇里的

“老农机”，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一辈子。正

是父亲力邀，薛丽娜和男友李宁放下思想包

袱，开启“新农人”之旅。

万事开头难。彼时，薛传谦在全区率先

成立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起先村民不配

合。薛丽娜和李宁，从早到晚，进村入户，做

村民思想工作。

——“叔，加入我们合作社吧！”

——“什么社？”

——“把地流转给我们，每股 200 元，流转

费每亩 600 元。”

土地流转挺新鲜，村民一时不适应。和

村民磨嘴皮，和镇里干部做沟通，最终合作社

流转 13.4 亩土地，获得一笔新型经营主体贷

款 30 万元，起步规模化种地。

玉米和小麦啥时播种，怎么科学追肥、打

药，作物有怎样的生长习性……父亲这位种

田老把式，一一言传身教。

风里来雨里去，薛丽娜黑了好几圈，手上

起了茧。“最苦的不是地里的活。”薛丽娜记忆

犹新，2017 年 6 月，一场特大暴雨袭来，庄稼

倒地，损失巨大。

这 次 打 击 ，让 薛 丽 娜 心 里 打 起 了 退 堂

鼓。然而，2014 年底父亲因病去世，老人家

“把合作社办好”的嘱咐一直萦绕在她耳边。

薛丽娜和李宁互相打气，一咬牙一跺脚，决定

继续干。

在挫折中前行，合作社发展思路愈发清

晰：跟 7 个村合作，整村良种繁育，统一回收良

种 ，单 小 麦 一 季 增 收 300 元 以 上 ；先 后 投 资

400 多万元购进玉米收割机、播种机、无人飞

行植保机等设备，以低于市场 40%的价格，为

当地农民提供种植、打药、收割等服务。

有挫折，也有收获。

828.7 公斤！2019 年 6 月 12 日，在自家的

小麦高产攻关田，当测产专家喊出这个数字，

薛丽娜和李宁喜极而泣。这个数字，创下泰

安市有记录以来冬小麦亩产最高纪录，刷新

当年全国高产攻关纪录。同年，玉米高产攻

关田试产亩产达 911 公斤，同样创泰安市最高

纪录。

“丽娜种地，扬眉吐气！”身边的老乡竖起

了大拇指。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第一

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组

织、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薛丽娜获得

了诸多荣誉。

合作社拔节生长！社员由当初 22 户发展

到 268 户；土地流转由当初的 13.4 亩增加到

1300 亩；育繁推由原来的 800 亩扩大到 1.5 万

亩；农业社会化服务由原来的 5 个村覆盖到

36 个村；引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由当初的 20
个发展到 300 多个。

走出校门、迈进田间已 15 年。薛丽娜说：

“只有脚踩田地，闻着麦香，心里才踏实！”

注册品牌，开拓销路

34 岁硕士女村官带
村民致富

硕士毕业，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今年 34 岁的郭晶，2020 年 5 月通过遴选，来到

离出生地不过两三公里的济南市平阴县孝直

镇刘家庄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此前，她已

担任乡村振兴工作专员一年时间。

以前的工作是城里民办高校的辅导员，

新的选择令爱人宋移龙难以接受。

“你要还待在村里，咱们的家怎么办？”

2020 年 10 月的一天，宋移龙在电话那头的声

音高了八度。两人原本商量，郭晶干乡村振

兴工作专员满三年，就带女儿回城。谁承想，

她的选择竟然还是乡村。三年时间，郭晶用

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一个年轻姑娘当书记，咱村照旧没戏！”

一些村民心里直犯嘀咕。

刘家庄村在全镇 64 个村中考核排名倒数

第二，是出了名的“烂摊子”。第一次走进村

委会办公室，三间平房，大门生锈……郭晶心

里凉了半截。

郭晶决定先打感情牌，发挥学过健美操

的优势，组织农村妇女跳广场舞。连续跳了

三天，和村里大妈关系近了，但不满的声音

也有。

挨骂也得干活，郭晶给自己打气。连续

三板斧，逐渐打开局面。

第一斧，扫地。得知村里搞人居环境整

治，考核垫底，郭晶心气难顺，随即抄起扫把

铁锨，带头打扫村道卫生。连续一周，打扫队

伍不断壮大，村容村貌变得整洁干净。村民

拉呱说，这姑娘，挺踏实！

第二斧，修路。村里有条生产路，遭遇大

雨，冲塌严重，秋收受到影响。正赶上县道整

修，郭晶反复跑施工队。架不住郭晶的软磨

硬泡，施工队挖掘机开了进来，铺垫石渣，免

费平整 2000 多米。大伙议论说，这书记，真

能干！

第三斧，蒸馒头。乡村工作，说一千道一

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郭晶筹资 20 万元，

建起馒头房，注册品牌，生产石磨面大馒头。

山里的馒头销往很多地方，村里 15 位留守妇

女在家门口有了副业，多了一份收入。

“东西好，更要卖得好。”郭晶带领有干劲

儿的村干部一起，设计“孝直小农夫”小程序，

打通优质农产品出山渠道，销往济南 45 个社

区、500 多家超市。在郭晶的运营下，注册三

个品牌，还搞起电商直播，刘家庄村山货出山

之路，越走越宽。郭晶带宋移龙到村里转一

圈，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夸奖她，宋移龙紧缩的

眉头舒展开来。

通过实干，村集体收入从负债数十万元

到固定资产 200 多万元，村民的精气神越来越

好。夜幕降临，郭晶和村民开心地跳起广场

舞，其乐融融、欢声笑语。

放歌乡村，服务乡亲

农民工出身剧团团长
救活地方戏

19 年前的一顿散伙饭，韩克记忆犹新。

2004 年，莱芜市莱城区辛庄镇下陈村，蟠龙梆

子剧团成员围在一起，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16 岁的韩克热血沸腾，站起身碰杯酒：“我当

团长，演下去！”

蟠龙梆子是传统剧种，有近 300 年历史，

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梆胡、琵琶、笙、二胡伴

奏，唱腔婉转动听，在当地及周边流行。

韩克要当团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

母亲。爷爷、父亲、叔叔很早离世，初中辍学

的韩克到城里打工，慢慢扎下根，成为家庭的

顶梁柱。“不好好挣钱，跑回来唱戏？你咋想

的？”母亲说。

彼时的剧团，可谓“一穷二白”：没经费，

没服装，没设备。韩克骑自行车，往返 80 多里

路，进城到工地干活补贴剧团。睡地板、吃冷

饭，身边人都不理解。

演员接二连三退出，演出机会屈指可数，

一场演出人均只挣 5 元……剧团难以为继，韩

克依然坚持。

为何坚持？韩克说起一次经历：曾经在

一个村庄演出，赶上大雨，村民冒雨观看，台

上演员被热情感染，也冒雨演出。结束后，村

民主动帮忙收拾道具，拉着演员的手盼剧团

再来。村民的需要，正是剧团努力坚持下去

的理由。

剧团生存的转机，源自韩克的一个大胆

决定。2007 年，韩克决定拍影视剧。一群人

初中没毕业，双手长期拿锄头、挥锤子，居然

想拍电视剧？

韩克和团员们下定决心。从开机、关机

开始，还有拍摄、剪辑、作曲……一切从零起

步。钱不够，剧团老艺人你五十、我一百凑。

最终，4 个月时间，一台家用 DV 拍摄，十几位

农民演员参演，投资数千元，以韩克和戏班为

创作原型，一部戏曲电视剧出炉。

蟠龙梆子搬上了银幕，其中一个片段，在

网上流传，点击量达 30 多万。相关部门关注

扶持，媒体深度聚焦。尝到甜头后，韩克再接

再厉。从最开始音像出版发行到网上卖剧，

“一部剧网上能卖到十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剧团造血功能增强，蟠龙梆子元素融入影视

作品，传承蟠龙梆子艺术找到新路径。

一个草台班子，动静越来越大。韩克带

领剧团成立影视公司，制作电视连续剧《二妮

的山村梦》、院线电影《俺不是贫困户》、微电

影《十五的月亮》等多部影视作品。其中蟠龙

梆子作品走出国门，在智利、荷兰、西班牙等 7
个国家和地区入围电影节或展映。他们的作

品 先 后 获 得 中 国 电 影 家 协 会“ 优 秀 戏 曲 电

影”、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艺术节主单元“最

佳故事片”等荣誉。

从农民工到剧团团长，从小舞台到大屏

幕，从民间戏剧到文化产业，韩克带领剧团走

出了一条路。

济南市钢城区辛庄街道一处不起眼的农

家院，正是剧团所在地。走进去转一圈，录音

室、剪辑室、化妆间、小舞台一应俱全。练习

的演员，身穿鲜艳戏服，走上戏台，举手投足，

生动传神，唱腔婉转，余音绕梁。

“扎根农村，放歌乡村，服务家乡父老，是

我们的荣光！”韩克望向戏台，深情地说。

心怀感恩，反哺家乡

返乡企业家助力乡村振兴

提上水瓶，出门左转，走十来分钟，来到

村里的饮水站，把水桶放到饮水机龙头下，刷

一下卡，5 分钟后，水桶装满，再带回家——济

南市济阳区曲堤街道胡家村党支部书记周清

友说，这样的打水之路，全村 170 多户、600 多

人，走了 10 年。

一桶水能喝多久？“三天”，周书记咧嘴一

笑说，“过去直接喝井水，如今能在家门口喝

上纯净水，这要感谢肖岛。”说话间，他双手一

拱，一脸真诚。

今年 41 岁的肖岛，通过寒窗苦读走出胡

家村，读完大学白手起家创业，如今已是两家

企业的董事长。

读大学时，肖岛就开始兼职。贴广告、卖

信封、做家教，哪个挣钱干哪个。走出大学校

门，肖岛找了一份工作，4 年后辞职，创办采暖

企业，起早贪黑，赚到了第一桶金。

2013 年，小有成绩的肖岛却作出了常人

难以理解的选择：回到“麦子地”，注册成立山

东北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麦子地”是肖岛家乡济阳曲堤街道北城

工业园，北成环境是首家入驻企业。在城里

干得顺风顺水，为何回到乡村？“家乡最熟悉

最 难 忘 ，希 望 和 家 乡 一 起 发 展 。”肖 岛 快 言

快语。

两年后，肖岛到胡家村担任村党支部副

书记。肖书记不负众望，敢想敢干，接连三件

事，获得乡亲们连连称赞。

第一件事，修路。村里的主干道，下雨一

片泥泞，车辆进不来。路不顺，怎能发展？肖

岛和村两委干部商量，必须修路，大伙一起筹

资。要从口袋里拿钱，乡亲们起初观望。肖

岛带头捐款 5 万元，两辆推土机开来，开工仪

式上，鞭炮声声。眼看肖岛动真格，乡亲们纷

纷凑钱，两条道路共投资 50 多万元，3 个月时

间便硬化通车。

第二件事，饮水。农村面源污染多，井水

多为地表水，直饮对身体不好。肖岛利用企

业优势，为村里免费安装井水净化设备，还免

费维护。

第三件事，排水。村里居民建房，从没考

虑排水，下雨天便雨水污水囤积。肖岛在外

多方筹措资金，投资 30 多万元，在村舍前后建

起排水沟。村里下雨就涝，成为历史。

肖岛不仅惦念着乡村，还惦记着乡村的

人 。 在 济 北 中 学 读 高 中 时 ，家 境 贫 困 的 肖

岛，最喜欢穿校服，那样才和同学们穿着一

样。深知贫困学子求学不易的肖岛，向家乡

贫困学子伸出援手。2014 年以来，他在济北

中学、济阳一中等 4 所学校各设立 20 万元奖

助学金。

暖心事，肖岛做了不少：竭尽所能，为老

乡安排工作；拿出 1 万多元，为济阳一聋哑孩

子植入人工耳蜗；为患白血病的 3 岁女孩发起

募捐，筹集 6 万多元；每逢春节，带上礼品，慰

问村里老干部、困难群众……

点开肖岛的微信头像：他面带笑意，手里

拿着写了“感恩”两字的画板。“带着感恩的心

打拼，希望企业进一步发展，帮助家乡更好更

快振兴！”肖岛说。

图①：韩克在搬运大鼓，为演出做准备。

图②：郭晶在直播销售农产品。

图③：肖岛（右）在观察水样。

图④：薛丽娜在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齐鲁大地，很多青年主动从城市返回农村，成为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田野上，唱响青春之歌
本报记者 侯琳良

本报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 者倪弋）

2023 年“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活动

10 日在京举行开幕式。数十名来自香港、

澳门的法学院系学生和青年律师，将在接

下来的一周内在北京和深圳两地参加一系

列法律相关交流活动。

据悉，本次交流周活动由中国法学会

主办，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澳门特区政

府法务局、深圳市法学会承办。活动期间，

将邀请知名法学专家就习近平法治思想、

宪法、“一国两制”等内容录制视频组织学

员观看；组织学员参访最高人民法院、深圳

国际仲裁院、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部门

和机构并召开座谈会；同时，还将举行粤港

澳大湾区青年法治论坛等活动，进一步增

进港澳青年与内地青年的交流互动。

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的 18 名法律学生，澳门大学、澳门

科 技 大 学 、澳 门 城 市 大 学 的 32 名 法 律 学

生，以及澳门法律交流协进会的 8 名青年

律师参加本次交流周活动。

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表示，

邀请港澳青年来北京和深圳，组织专家授

课、参观交流、青年论坛、创业分享会等活

动，目的就是加深大家对祖国内地的了解，

促进港澳与内地青年的对话交流，共同开

创伟大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希望港澳青

年朋友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做

宪法和基本法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深刻认

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切实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传承爱国爱港爱澳的

优良传统，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活动创

办于 2008 年。15 年来，已有来自港澳和内地的近 30 所高

校、1200 余名法学院系学生和青年律师参加活动，成为港

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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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0 日电 （记者刘博通）全国总工会 10
日在京举行“工会小站 贴心大爱”工会服务站点“双 15”

工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明确提出努力实现 2023 年底全国

服务站点达到 15 万个，在全国主要城市和城市重点区域基

本实现服务站点 15 分钟服务圈交叉覆盖的工作目标。

按照要求，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社会资源协调引导力

度、加强工作协同，持续扩大服务站点有效覆盖；探索数字化

智能化管理手段和社会化市场化管理模式，推动服务站点布

局持续优化，在主要城市和城市重点区域，实现 1 公里服务

半径、15 分钟步行可达、区域内户外劳动者交叉覆盖的综合

服务矩阵，让广大户外劳动者抬脚进站点、抬手享服务；围绕

户外劳动者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各类普惠性活动，让更多户

外劳动者能够“看得见、找得到、进得来、用得上”。

据了解，2016 年以来，全国总工会指导推动各级工会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统筹协调各方社会资源开展服务

站点建设工作并提供专业服务。截至目前，各级工会累计

投入资金 21.5 亿元，建成各类服务站点 12.17 万个。

全国总工会——

努力实现 2023年底全国服务站点达到 15万个

本报杭州 7月 10日电 （记者窦瀚洋）7 月 7 日至 9 日，

第六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暨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

学专委会 2023 年学术年会在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举行，与会

专家围绕“新时代的积极心理学：健康、合作、幸福”这一主

题，分享国内外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拓宽科学研究

的跨界视野与实践应用的创新思维。

据了解，会议期间共进行了 9 场主题演讲，大会累计收

到中英文学术论文投稿 308 篇，并组织了 6 场会前会后工作

坊，以及永宁幸福科学馆参观、“幸福公益”之夜等主题活

动。同时，大会进行了涉及社会心理服务等主题的 15 场分

论坛，共有 103 位嘉宾进行了线上线下分享。与会专家认

为，积极心理学研究要以科学精神、人文关怀、本土化创新

为本，积极开拓体现东方文化心理特质的研究，为国际心理

学发展注入更多中国力量。

本次大会上还成立了世界大学幸福教育与科学中心联

盟，该联盟由清华大学于 2021 年 8 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

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首次倡议建立，得到了国内外许多高

校的响应。

第六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举办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吴 凯

版式设计：汪哲平

■■一线调研一线调研R

乡 村 振 兴 ，人 才 是 关 键 。 习 近 平

总 书记强调，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

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

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

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

近年来，在齐鲁大地上，很多青年主

动从城市返回农村，在田野上磨炼本领，

墩苗实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这些大学毕业生、能人、农民工、企业家，

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一次怎样的

“双向奔赴”？本报记者走近其中 4 位代

表，倾听他们在广袤田野上唱响的青春

之歌。

——编 者

本报南京 7月 10日电 （记者白光迪）“小麦从收割到

入库，3 个工人就能完成，农民真是挑上了‘金扁担’……”

日前，江苏启东市 10 多名农场主围坐一起，与嘉禾力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茅赛赛聊家常、话发展。

1989 年出生的茅赛赛还有另一个身份——茅赛赛“逐

梦乡村”理论宣讲工作室负责人。近年来，启东聚力打造基

层理论宣讲品牌，组建“E 启讲”理论宣讲团，遴选 60 余名理

论功底扎实的青年骨干进入宣讲团，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千家万户。同时，以理论讲座、写稿实训、文稿点评等多种

方式，提升青年宣讲骨干综合素质。

青年成为主力，理论走进基层。“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

于祖国壮大时我们正青春。”不久前，“E 启讲”青年宣讲员倪

晨倩 5 分钟“微宣讲”《奋斗青春 筑梦前行》，让启东经济开

发区众多企业青年职工热血沸腾。既“键对键”“屏对屏”，更

“面对面”“心贴心”。青年宣讲员陶凌霄活跃在城市乡村一

线，开展遏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等移风易俗“微”宣讲，

获得村民称赞。群众在哪里，理论宣讲就延伸到哪里。截

至目前，“E 启讲”青年理论宣讲员累计开展线下宣讲 500 余

场、云宣讲 120 余场。

江苏省启东市——

聚力打造基层理论宣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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