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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本报通讯员 李亮

5 月 12 日，《工人日报》记者和福建省泉

州市惠安县惠女家园文化传播基地负责人

李丽英的对话，就从舒婷的一首诗开始。

“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这样优美

地站在海天之间……”这是舒婷笔下对惠安

女的描写。在惠女李丽英看来，在乡村振兴

中，曾经久居深闺的惠女们早已不再是家庭

主妇的传统角色，而成了乡村振兴中不可忽

视的“她力量”。

在乡村振兴中，看到“她们”的改变

在很多人眼里，李丽英是个不走寻常路

的姑娘。

她出生在小渔村，扛过砂石、卖过鱼虾、

当过裁缝、玩过摄影、去过繁华的大城市。

回到家乡后，对“封建头，民族肚，节约衫，浪

费裤”的传统惠女服饰起了改良的念头。

2013 年李丽英回到家乡创办了惠安黄斗笠

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了小岞惠安女

创作基地。

把传统服饰的棉麻布料换成高密度、不

易褶皱、触感更好的现代西装面料；将传统

的印花图纹工艺改用刺绣、印染方式实现，

缩短成衣制作周期……有人说李丽英“忘

本”，她却说这是“改良”。

“改良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让年轻

人也能穿上惠女服，年轻的工人也能制作出

惠女服。”李丽英告诉记者，在时代大潮的冲

刷下这些珍贵的惠女文化也在渐渐淡出惠

女们的生活。

同样想要为传统惠女文化带来改变的

还有 80 后惠安女曾梅霞。在石雕厂当过学

徒、做过研磨工、干过企业管理的她，回到渔

村经营起惠女主题民宿、组建了一支惠女模

特队。这支年龄从 20 岁跨度到 85 岁的模特

队，为民宿游客和摄影师们展示惠女下海、

补网、绣花、扛石等劳动场景，供体验、拍摄

和创作。

曾梅霞告诉记者：“惠女当模特与当地

女性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的传统

观念格格不入。”但当她看到土生土长的惠

女们也能在职业摄影师的镜头前抬起头、自

信微笑的时候，她看到了乡村改变的可能。

她说：“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就是要

让更多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看到女性的

改变。”

“她创业”无关年龄

李丽英的家乡小岞位于泉州最东面，三

面环海出入只有一条通道，地理位置偏远闭

塞。曾经，这里的男性劳动力向往外面的精

彩世界，“飞”出去务工是普遍选择，女性则

成了守在石头厝里的存在。

如今，随着特色小镇的建设、旅游经济

的开发、文脉延续意识的觉醒，留守在半岛

上的女性成了推动乡村振兴拔节生长的力

量。这支由“她们”组成的队伍无分老幼。

李丽英的惠安女创作基地就长期与当

地 200 多名“惠女”有着创业合作。从惠女

服饰制作工坊到惠女家园民宿，再到惠女

文创产品开发、惠女风情摄影写生主题旅

游……今年 65 岁的老惠安女李金玉也在

李丽英的带领下，加入了“惠女乡愁守护”

计划。

不会普通话、只会闽南语的她却热衷

“经商”，想着能靠着自己祖辈们传下来的崇

武鱼卷制作技艺，在游客的人潮中捞“一桶

金”。她笑着告诉记者：“爱拼才会赢！”

“不要争头抢前，失去做姑娘的本分！”

李丽英告诉记者这是惠女们从小就被父辈

们耳提面命、言传身教的教育。“经商”“创

业”这些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与惠安女无关

的词语，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被一个个归

还到了惠女的手中。

在曾梅霞的客栈里，惠女服饰、渔网、蓑

衣、犁是最醒目的装饰元素，而她的女儿童

童穿着惠女服饰的卡通形象则被印在了饮

料杯、餐巾纸、卡片、U 盘、钥匙扣上，这些文

创产品成了客栈里最为热销的“网红单品”，

也成了当地文旅部门推广惠女文化的经典

“IP形象”。

客栈里这些小惠女服饰、惠安女黄斗笠

挎包等伴手礼，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吸引

了不少当地年轻女性加入曾梅霞的创客团

队。这个由 20 多名当地青年女性组成的设

计 研 发 工 作 室 致 力 于 惠 女 文 创 产 品 的 开

发。打造 Q 版惠女、组建惠女文创团队都是

曾梅霞守护惠女风情的尝试。她感叹：“女

性因为乡村振兴有了创业的舞台，乡村振兴

也因为女性生产力的解放，有了全新的‘她

力量’。”

工作室成员邹芳是 90 后惠女，她笑着

说：“以前觉得家乡封闭，女性在这里除了当

主妇就没有出路。没想到现在我们也能用

创意来演绎新版的惠女故事。”

坚韧才是“惠女精神”

受疫情影响，去年到李丽英的惠安女创

作基地参观的游客比往年少了许多。有人

劝她砍掉一些不赚钱、投资回报率低的惠女

服饰项目，可李丽英却不忍心。看着基地陈

列室里摆放着的上百件她从各处收集来的

惠女服饰，她还是想把这个创业项目继续守

下去。

同样想守护惠女文化的还有曾梅霞：

“惠女服饰随着时代的变迁面临失传的危

险，建议尽快采取措施，让具有较高的实用

艺术价值和民俗文化研究价值的惠女服饰

得以复苏，代代传承下去。”曾梅霞认为：“在

工地可以看到惠女挑起重石的身影，在海边

也可以看到惠女弯腰讨海的背影，坚韧自古

就是惠女的精神。虽然都知道有困难，但我

们不会放弃！”

李丽英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写道：“我

也深深地为自己骄傲过，骄傲自己这副肩膀

能挑土挑沙、扛住风雨，更骄傲自己这颗心

始终淳朴善良、坚忍不拔。”她说：“新惠女是

在乡村振兴中乘风破浪，把苦难轻轻咬在嘴

角，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

“她们”为守住风情与乡愁，站在乡村振兴的海天之间——

乘风破浪的“新惠女”

北京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在福建惠安有一群返乡创业、守护惠女风情的女性，她们想要打破外界对惠女的

刻板印象。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她们展现出惠女精神的另一面——“把苦难轻轻咬在嘴

角，优雅地站在海天之间。”

“爱童工程”关爱乡村少年儿童成长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

金会主办的“爱童工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暨冬奥题材儿童励

志电影《你是我的冠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据悉，“爱童工程”着力破解乡村教育、健康、医疗等资源不

均衡难题，实现优质文化、教育和健康资源的共享。当天，圣大

（张家口）药业有限公司现场签约承诺 3年内向中国少年儿童文

化艺术基金会捐赠不少于 5000万元的资金和爱心物资用于“爱

童工程”，惠及不少于20万余个家庭和乡村少年儿童。

打工前沿G

邓崎凡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经济开发区璜溪管

理处石埠小学附近，有一个“3点半爷爷”。

“3 点半爷爷”名叫缪延相，今年 80 岁。

村里的留守儿童多，以前孩子们放学没地方

去，就在路上玩，路上车子多，跑来跑去很不

安全。还有些孩子一放学就往网吧跑，沉迷

网络游戏。“看到这些心里很难过”，2009 年

缪延相把自家的客厅腾出来，改造成了一个

小课堂，在家办起了免费的课外辅导站。

老人并不富裕，年收入只有几千元的他

和老伴一坚持就是 10 多年。这么多年，在

这间小小的课外辅导站学习和生活过的学

生超过了 1000 人。这个校外辅导站，成为

当地留守儿童的校外课堂和精神家园。缪

延相也被孩子们叫做“3点半爷爷”。

孩子们很幸运，能遇到这样一位热心的

老人。儿童时期，对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2020 年度《留守儿童蓝皮书》暨中国留

守儿童心理发展报告对来自 8 个省市的大

量农村学生进行调查显示，缺少陪伴，特别

是母亲的陪伴，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非常显著，主要表现为对成绩的满意度明显

下降、学习动机大大减弱。

一份主要以贵州省某农村留守儿童为

对象进行家庭拜访和学校走访的形式进行

的调查也显示，缺乏关爱和快乐，孩子的健

康成长是奢侈的。

石埠小学留守儿童父母留下的空缺，一

定程度上由“3点半爷爷”填补上了。缪延相

的校外辅导站距离石埠小学只有三四百米，

因为不收钱又能学东西，一开班就吸引了40

多个学生，“门都挤破了”。辅导站里的教学

不拘一格，辅导学习、教唱歌、讲故事……形

式丰富多彩。

缪延相的爱心善举也得到社会关注。

如今，许多青年志愿者来到辅导站给留守儿

童上辅导课、办活动，也有爱心企业专程送

来学习用品。

“我现在 80岁了，但是只要能走得动，我

就会把辅导站继续办下去，希望孩子们都能

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已经 80岁

的缪延相一直认为，知识改变命运，他希望

这些孩子能走出村里，读一个好大学。

在辅导站补课的孩子中，有不少已经

考上大学。华东交大、南昌大学、江西医学

院……这些孩子们的成功，有缪延相的一

分付出。

“3 点半爷爷”的事迹虽然很感人，但毕

竟只是个例。在更大的范围内，我国仍有

大量的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他们面

临着一系列学习、成长问题。对他们的关

爱和关注，则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缪延相这

样的个人行为。

孩子是家庭也是社会的未来，想要系

统地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就需要政府、

社会、学校、个人各个层面的努力，努力提

高他们的家庭收入，多出台一些针对他们

的关爱政策，多提供一些供他们使用的学

习、活动设施，多配备一些做他们工作的

人员岗位，多在生活中关注他们面临的问

题……只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在

最大限度上弥补留守儿童因为缺少父母陪

伴而面临的空缺。

总之，“3 点半爷爷”不常有，关爱却可

以常有。

“3点半爷爷”不常有，关爱可以常有

5月 9日，河北省雄安新区悦容公园中苑施工现场，来自中铁三局的木工正在为一座中
式建筑安装房梁。

该项目作为容东片区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地块总面积40余公顷。据该项目负责人陈锋
介绍，未来的悦容公园将打造成为以塔为核，绘大地诗画，集园林精粹于一体的中国园林艺
术的典范、东方的世界园林客厅和国际化的文化交往礼宾空间。目前，随着各项工作的有
序进行，该项目将于6月底实现阶段性完工，雄安市民便可游园畅玩。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雄安新区
建设施工忙

本报讯（记者甘皙）为加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

搭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对接通道，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

项行动”的通知》，即日起至 8月 15日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百日服务攻坚、千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活动期间，北京市将在市人社局官网“就业超市”服务频

道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同时重点围绕乡村振兴、回天地区、产

业园区举办区域专场招聘会。同时广泛开展行业性、区域

性、群体性线上专场招聘。行业专场聚焦需求量大、市场紧

缺、发展前沿等领域，将推出住宿餐饮、医药卫生、家政养

老、快递物流、建筑业、中小微企业等专场。区域专场聚焦

乡村振兴、对口帮扶地区发展，将开设乡村振兴、劳务协作

等专场，做好乡村旅游、涉农企业等招聘服务。人群专场将

针对不同人群特点，分类组织登记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

农民工、农村劳动力、企业分流职工专场招聘。

此外，活动期间，北京市还将依托城市网格化管理机制，

通过就业服务专员摸清辖区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脱贫劳动

力、农民工，特别是北京市农村劳动力、企业分流职工等重点

群体的就业状况及相关需求。

山东茌平产业扶贫大棚助力农民工增收
本报讯 5 月初，正值初夏时节，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

区博平镇张岳村南的产业扶贫大棚基地内，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20 座扶贫大棚共产生 26.33 万元的经济效益，惠

及博平镇 382户建档立卡脱贫享受政策户 698人。

近两年在各级扶贫政策支持下，张岳村先后建起了 20座

日光温室大棚，相关部门优先把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安排到大

棚和采摘园里工作。在张岳村的辐射带动下，与周边的刘坦、

袁楼等村形成了大棚果蔬集聚区，助推了博平镇乃至茌平乡

村振兴工作的开展。 （乌聪智）

湖南“1143”就业脱贫模式
助230多万人拔“穷根”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不久前，在山

东济南就业的湖南湘西州龙山县咱果乡脱贫

户鲁钉杉，专程给该县人社部门打了一通致谢

电话。受益于两地签订的劳务协作框架协议，

如今他在济南有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每

月能挣到6000多元，公司还包吃包住。”

脱贫攻坚以来，湖南深入推进就业扶贫，

建立起一套“1143”就业扶贫工作机制。一项

项面向贫困劳动力的精准就业服务，让鲁钉

杉们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截至去

年底，全省的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达 232.48
万人，其中省外务工 115.94万人。

湖南建立了全省贫困劳动力大数据库，

累计发布企业用工信息近百万条，为贫困劳

动力短信推荐岗位近 5000万条。

每逢周末，湖南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常

会有为贫困劳动力开设的专场招聘会。自

2017 年挂牌为全国首个省级贫困劳动力劳

务协作市场以来，这里已成为湖南省贫困劳

动力向长株潭、省外转移就业的前沿阵地。

目前，湖南已建立劳务协作对接机制 876个。

除了有组织的输出，扶贫载体吸纳、创业

带动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举措，也有

力拓宽了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渠道。据统计，

湖南已建成就业扶贫车间超 5000家，建成就

业扶贫基地 1174个，开发公益性岗位兜底安

置贫困人口就业 15.71万人。

此外，湖南还创新建立农村劳务经纪人队

伍，广泛收集贫困劳动力信息，全面开展职业

介绍和培训服务，打通了就业扶贫的“最后一

公里”。目前，全省已培训配备近两万名农村

劳务经纪人，提供各类服务超过300万人次。

据悉，到 2020 年底，湖南 51 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692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82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的 6165 元增至

12406元，脱贫攻坚目标全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