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0808
20212021年年0303月月1010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编责编：：肖星平肖星平 美编美编：：胡兴鑫胡兴鑫 郭金芳郭金芳 校对校对：：刘昱刘昱

AA0909
20212021年年0303月月1010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编责编：：肖星平肖星平 美编美编：：胡兴鑫胡兴鑫 郭金芳郭金芳 校对校对：：曹韵红曹韵红

勤劳“湘下郎”精准扶贫中显担当
市巾帼现代农业科技（扶贫）示范基地
——攸县湘下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111周年专题报道（下）

装点美丽庭院 涵养良好家风
市“最美庭院”创建工作先进集体
——炎陵县妇联

“网格+妇联”打造屋门口维权新模式
市先进基层妇联组织——芦淞区白关社区妇联

陈正德夫妇始终走在公益之路上
市五好家庭——陈正德家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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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回乡创业的丈夫带着曾甘华回到了他
的老家，攸县双凡村。印象中热闹的村落，慢慢成为
空心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大片的田地荒芜着。
他们看后十分揪心，下定决心：“除了创业，还要和村

庄融合在一起，让村庄变得更好。”

建立电商平台
帮助更多的妇女实现就业

跟随丈夫回乡创业的曾甘华，笑称自
己本来是一个“陪练者”，但是在支持丈夫
的过程中，也摸索到了不少经验。2016
年，她成立攸县湘下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湘下郎”）主要从事于牲畜、
家禽饲养与销售，蛋类、食用油、生态大米

种植以及销售。
除此以外，在几年的摸索中，“挑不了

担”的曾甘华，在农村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价
值，“作为年轻人，我会很多新的技术，可以做更

多的事情”。她开始不遗余力地搭建一个电商平台，
通过线下门店和线上商城等多种渠道，将村里的农
货销售到外面去。每当了解到一些商品有需求，她
就带领大伙种植，从新鲜的辣椒、生姜、艾叶，再到简
单的粗加工产品，多种多样的商品从双凡村输送到
全国各地。

“以前村里的妇女职责就是带孩子，生活十分单
调，现在有很多的选择。”看到在家的妇女如今不出
远门就能创收，自我认知也更加积极，曾甘华的内心

也十分满足。“湘下郎”基地目前的劳动妇女就业人
数达126人，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妇女人数18人。

“未来希望可以带领有想法又干练的妇女同胞，
实现从就业到创业的改变。”对于未来，曾甘华还有
很多想要做的事。

投身公益事业
帮助有需求的困难妇女儿童

作为一名80后大学生返乡创业者，曾甘华还积
极地投身扶贫事业以及公益事业，她为本村家庭经
济困难的患病妇女众筹医药费，为坪阳庙养老院提
供爱心鸡蛋，疫情期间，更是积极捐款捐物。2019
年，曾甘华在双凡村发起成立“双凡村留守儿童之
家”，凝聚政府与社会力量为留守孩子提供“生理、心
理、安全、陪伴、兴趣”等帮助，让双凡村的孩子多了
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而“湘下郎”电商平台也拿出
销售额的2%用于“双凡村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

谈及为什么会坚持投身公益事业，曾甘华腼腆
地笑着说，“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为这个社会做一
些事情，是应该的。”她相信着，播撒的每一颗向善的
种子，都会有生根发芽的那一天。

在曾甘华的带领下，“湘下郎”自成立以来，公司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养殖乌骨鸡、土鸡，户数从41户
逐渐扩展到112户，年出栏放养乌鸡、土鸡近2万只，
并带动12户农户自主创业，助贫困户脱贫，人均增收
5000-8500元。

在 陈
正 德 还 很 小

的时候，有一幕让
他印象十分深刻。
一次，爸爸开完公社大

会，兴高采烈地提着一个印着红
字的铁桶回了家，仔细一瞅，铁桶上

写的是“五好家庭”四个大字。当时，整
个家庭都十分激动。

今年3月8日，陈正德也抱回一个“市五好家庭”
的牌匾，他高兴地说，“这是一种家风的传承”。

四世同堂的和睦家庭

乐器演奏、经典诵读、书法绘画……这是攸县传
统文化促进会举行的一场传统文化演出活动的场
景。在攸县，不少人都是攸县传统文化促进会的粉
丝，而这个公益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便是获得市五好
家庭荣誉称号的陈正德家庭。

攸县网岭镇陈正德家庭，四世同堂，虽然兄弟姊
妹多，但彼此体谅谦让，每个月都会举行家庭聚会，
气氛其乐融融。父亲去世后，为了陪伴照顾老母亲，
陈正德主动放弃县城的工作，请调回槚山中学任教，
妻子皮晓艳则悉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

“以前问母亲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但其实都不是
母亲最需要的东西。”陈正德有一次回家，母亲和他说，
这是两年中睡得最好的一晚，陈正德十分感慨，“母亲
最需要的其实是陪伴”。他立刻下定决心，要回乡陪伴
母亲。当时的母亲已经80多岁高龄，眼睛有点看不清，
嗓子也有些坏了，“还是在身边照料最放心”。

“行善尽孝，读书志在圣贤……”现在到陈正德
的厅堂，还可以看到家训的牌匾。朗朗上口的家训，
时时念一念，逐渐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中。

在五个兄弟姊妹中，陈正德是最小的，但现在每
个月的家庭聚会，都是由他牵头。“大家每个月都期
盼着这个日子”，陈正德说，每一次的家庭聚会上，27
个家庭成员都基本到齐，各自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互相学习。“如果哪家有困难，我们在会议上也会一

起探讨解决办法。”

传统文化的受益者与传播者

陈正德将自己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因
为一次机缘学了优良的传统文化，他逐渐悟到了家
庭相处之道：“要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遇到了矛
盾，要先找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盯着对方的缺点。
这样一来，家庭中的矛盾就渐渐少了。

因此，多年来，夫妻俩还致力于推动传统文化的
传播。2016年6月陈正德同爱心人士一起成立公益
组织“攸县传统文化促进会”，4年来一直坚持利用业
余时间做公益，足迹遍布全县各镇，还受邀到多地开
展活动。他们申请成立了攸县第一家孔子学堂，定
期免费授课，他们指导孩子们学习优秀经典，让不少
孩子改掉了原本奢侈浪费或是娇气懒惰的不良习
惯；他们也开设家长课堂，让家长们更了解孩子心
理、掌握沟通方法，在此过程中化解了多起亲子矛盾
与夫妻因教育问题产生的分歧。

夫妻俩闹矛盾，以前有气没地方出，有委屈也不知
道跟谁说，如今社区建起了“姊妹聊吧”婚调室，由社区
妇联执委坐镇主持，既有暖心宽慰，也有从入情入理的
分析阐释。

白关社区近年来桩桩件件的好事、点点滴滴的变化
背后，都少不了她们的身影。白关社区有妇联主席 1
名，副主席2名，执委17人。每位执委都就近联系留守
老人、留守儿童、患病家庭等，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帮
助解决困难。

“网格+妇联”的新模式

“我们社区的一个特殊点在于既有农村户口，又有
城市户口。”白关社区妇联主席胡革莲告诉记者，最初如
何将妇联工作推广出去，是一个难题。

2017年，借由社区网格工作的开展，社区的妇联工
作也开始改变思路，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东风，通过

“网格+妇联”，充分发挥社区“娘子军”的作用。社区现
建有2个网格小组，结合“执委连心”集中大走访活动，
对社区的重点人群和高风险家庭进行拉网式摸排，及时
登记困难家庭和特殊家庭的信息，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
的帮扶。

通过志愿者、党员、执委每个人分管几户，对于每一
户家庭的困难和需求，妇联都可以动态掌握。“有什么事
情，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够对接上。”社区妇联坚持抓
早抓小抓苗头，尽可能把家庭和邻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

“婚调室+直播间”打造贴心娘家

同时，白关社区通过创新阵地打造贴心娘家，设
立“姊妹聊吧”婚调室，通过心与心的交流，巧断家务
事和邻里事，在维护女性经济、社会、家庭等方面权
益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设立“巾帼惠民直播间”，
为姐妹们提供就业平台，拓展社区农户产业增收
渠道，社区妇联专门设置了一个抖音直播，每周为
农产品直播带货。不仅如此，她们还采取就业培
训的模式，帮助企业招工，并组织了两期巾帼助
农电商、月嫂培训，提升姐妹们的职业技能。

社区妇联围绕社区发展大局，以“巾帼不让
须眉”的精神，唱出了一台不平凡的好戏。做了
多年妇联工作的胡革莲笑称，“没有什么特别的
经验，主要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晓之以情说
给她们听，大家都能够配合。”

3 月 8 日，我市举
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

节111周年主题活动。本报
选择了部分受表彰的优秀个
人与集体进行深入采访，并于
昨日进行了报道。今天，请
再次跟随记者，读一读另

外4个动人故事吧。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李卉 黄欣雨 通讯员 肖芳婷/文

为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
号召，市妇联于2019年开始启动“展巾帼风采·创最美
庭院”行动。2020 年，在“展巾帼风采·创最美庭院”的
季度考核中，炎陵县妇联多次名列前茅，她们有何秘诀
呢？

充分调动“创最美”积极性

按照“各级妇联组织牵头，广大基层执委带头，每家
每户妇女参与”的要求，炎陵县妇联充分调动2150余名
妇联执委“创最美”的积极性，实行妇联执委分片责任考
核评比制，在县、乡（镇）、村（社区）、组四级分别组建巾
帼志愿服务队共129支。

由此，“创最美”的触角延伸到了家家户户。从不了
解“创最美庭院”到积极参加评比，村民的态度充分说明
了炎陵县妇联执委们所做的努力。为保证工作全面开
展，炎陵县妇联不仅进村入户面对面宣传49872人次，
还组织开展清扫活动3672余次，真正做到了“每家每户
妇女参加”。

2019 年至今，全市共评选出“最美庭院”示范户
20953户，实现100%挂牌，“最美庭院”评比挂牌率达到
了 51.20%。通过创最美行动，各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以及“绿化、净化、亮化”工程全部实施。

“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各家各户的面貌都焕然一
新。”炎陵县妇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这两年来的
努力，全县实现了从整治家庭“小环境”到农村人居环境

“大治理”的改变。

从有形的庭院创建到无形的家风引领

“创‘最美庭院’，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炎陵县
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家风文明就是这个魂。

炎陵有瑶、畲等 22 个少数民族，客
家文化、瑶族文化、畲族文化在这里交
相辉映。炎陵县妇联坚持“因村因户
施策”，在保留村庄自然肌理、尊重
村民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将历史记
忆、传统民俗、家庭美德、乡风文
明等要素融入庭院建设，并大力
开展评选“文明家庭”“五好家
庭”“最美家庭”“好媳妇好公婆”

“最美新乡贤”等系列活动。依
托“她代表”微信工作微信群，广
泛宣传推广、深入收集创建情况，
2019 年成功推送张爱平家庭获评
为湖南省文明家庭。装点美丽庭
院、涵养良好家风，“最美庭院”创建工
作在炎陵落地开花，实现“内外兼修”。同
时，炎陵县结合地方特点，打造“旅游
发展+最美庭院”模式，“卷耳一木
居”“远山南”已成为网红打卡点，
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实现了双
赢，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
庭院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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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白关社区妇联
倡导垃圾分类入桶

▼炎陵县妇
联组织巾帼志
愿者在贫困户
集中安置点开
展大清扫活动

◀陈正德一家合照

▼ 80 后 大
学生返乡创业
者曾甘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