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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小额贷款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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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雨及时雨””浇灌出浇灌出创业希望之花创业希望之花
从 2010 年回乡种养兰花，到如

今拥有逾百亩花田的兰花种植产业，
韶关市翁源县江尾镇的兰花种植大
户李春梅，经历过没资金、没门路的困
境。2016年起，在当地妇联的帮助
下，她先后获得了35万元的妇女小额
贷款，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让
她的兰花基地迅速“腾飞”，也让她成
为了远近闻名的妇女创业致富带头人。

近年来，省妇联通过实施省妇女
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下称妇
女小额贷款）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引
导和鼓励广大妇女投身创新创业实
践。在省妇联的带领下，全省广大妇
女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绚丽的创新
创业希望之花。

这笔钱帮她解决了大难题

偌大的兰花棚里，摆放着数十款
不同品种的兰花，对于每个品种兰花
的习性、养护方法，李春梅都能如数家
珍。从一个兰棚到另一个兰棚，她细
心又耐心地查看每一株兰花的长势，
犹如照顾自己的孩子。

2010年以前，李春梅和丈夫在广
州打工。常年漂泊在外，无暇顾及家
庭和孩子的夫妻俩，最终选择回到家
乡创业。“开过小饭馆，后来看到村里
种兰花，就跟着种起来了！”在一片兰
花地里，淳朴的李春梅笑靥如花。

一开始，李春梅承包了 10 亩地，
东拼西凑了30多万元，把自己的小兰
园建了起来。“当时是倾尽所有，什么
都投进去了！”创业艰难，李春梅一心
扑在兰园里，资金不够，是创业之初李
春梅遇到的困难之一。在当地妇联的
帮助下，2016年，她申请了5万元妇女
小额贷款，解决了捉襟见肘的困境。
李春梅勤快又踏实，她通过观摩学习、
琢磨种植技术，慢慢成长进步。功夫
不负有心人，兰园渐渐有了起色，生意
也越做越大。

2018 年，李春梅的订单多了，可
兰园的规模却跟不上，她看中了江尾

镇中联村秃头坑水库及周边空地100
多亩，想要扩大种植规模，但苦于没有
资金，只得作罢。翁源县妇联得知这
一情况后，帮她联系银行，最终争取到
了30万元的妇女小额贷款。

“这可真帮我解决了大难题！贷
款不用利息，我们用起来很放心！”就
这样，勤劳的李春梅得到了她应得的
回报——第二期的兰园建起来了!如
今，李春梅兰园的种植年利润超 150
万元，在她的帮助和带动下，周围有近
30 名妇女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
愿望，并顺利脱贫致富。

“在我们这里上班的员工很自由，
每天上够 8 小时就可以了，有事也可
以早点回去。但关键就是要勤快和踏
实、细心，种兰花最需要的就是这些
了！”李春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力，帮助更多农村姐妹通过自己的双
手实现增收致富。

据了解，在韶关，获得妇女小额贷
款的女性还有很多。从 2011 年项目
开始实施至今，韶关共发放妇女小额
贷款超1.2亿元，贷款妇女超2300人。

她带动80多户村民致富

在广东，像李春梅这样的女性还
有很多，广东最美乡村女能手卢卫婵

就是其中一个。卢卫婵是珠海市斗门
区白蕉镇南环村人，十几年前她就开
始养殖笋壳鱼，如今承包了40多亩鱼
塘。在妇女小额贷款的帮助下，她的
鱼塘养殖越做越大，还被命名为珠海
市巾帼创业基地和珠海市农村党员科
技示范户。

笋壳鱼以肉质鲜嫩著称，备受市
场欢迎。卢卫婵有着多年养殖笋壳鱼
的技术和经验，可她更希望能帮助更
多群众一起富起来。她毫无保留地把
养殖笋壳鱼的经验传授给周边的村
民，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她还积极宣
讲政策，鼓励村内贫困妇女申请创业
小额贷款，先后帮助80多户村民走上
科技养殖致富之路。

据了解，省妇联实施妇女小额贷
款项目以来，为推动妇女创业创新、
助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引领妇女脱
贫 致 富 做 出 了 积 极 贡 献 。 其 中
2017-2019 年，项目以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为出发点，以服务发展特色产业
为着力点，扶持了 381 个巾帼创业基
地、巾帼合作社发展壮大规模，带动
农村妇女大力发展“一镇一业”“一村
一品”特色优质高效绿色农业，参与

“粤字号”农业知名品牌创建，为促进
当地特色产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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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红色资源，“东
南北中”连片打造

平陵街道山下村白芒坑革
命老区是龙门的“红色圣地”。
这里三面环山，易守难攻，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师曾在此地驻扎，
与 当 地 村 民 结 下 浓 厚 的 鱼 水
情。走进红四师曾居住的松龄
围客家围屋，各式各样的革命文
物、布局整齐的客家围屋、造福
后人的红军井都吸引着游客前
来参观。

龙门共有红色遗址遗迹 98
处，其中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认
定的遗址 47 处、线索 37 处。当
地在全面摸查现存遗址遗迹、深
挖统合当地历史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现存遗址遗迹的保护修
缮与活化利用。

当前，“东出口”平陵街道山
下村的“龙门县红四师休整地学

习教育基地”项目正在建设中。
除此之外，当地已完成“南出口”
永汉镇低冚红色村、“北出口”地
派镇芒派红色村、“中心”龙门县
城红色资源的整合连片打造，下
来还将提升县域龙江、麻榨、蓝
田等地的红色革命遗址，打造红
色地标。

通过整合红色资源、绿色生
态、古色风光，龙门县还形成了3
条红色文化精品旅游路线，途经
全县 7大乡镇。同时，引入老战
士、老专家、专业学者等组成红
色文化讲师团，沿着红色路线在
全县巡回演讲，真正用红色文化
凝聚力量。

农民画绘党史，开
发接地气文艺作品

龙门农民画是惠州乃至广
东的文化名片。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龙门农民画

画家以“百年梦想”为主题，集体
创作了一幅长卷——《百年梦
想》。目前，该画作正在加紧绘
制，将在7月1日前完成并印制。

据了解，《百年梦想》长卷描
绘了中国共产党从南湖之畔起
航的一叶红船，到劈波斩浪的

“中国号”巨轮，再到“复兴号”的
时代列车，承载着全国各族人民
的梦想，正奔向第二个百年。《百
年梦想》全长2021厘米，宽71厘
米，由黄伟平、廖锦锋、梁彩欢、
骆雪芳、罗秀芳、刘少夏等6位龙
门农民画画家携手创作。据黄

伟平介绍，画作于 2020 年 11 月
开始筹备，花费约 2个月进行材
料搜集、采风、打草稿等。

除了农民画之外，龙门还持
续开发一批接地气的文艺作品，
如老战士回忆录《红色印记》、龙
门经典红色故事《红色龙门》、青少
年读物《地派镇雷公背革命斗争漫
画》、舞台剧《等待》、红色歌曲《红
军来过我的家》等，以及一批适宜
线上阅读的轻量化产品，赓续红色
血脉。同时，构建“1+10+N”党史
学习教育宣讲矩阵，全县 30余支
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宣讲 1650

场次，受益党员群众4万余人，掀
起全民学党史新热潮。

学习党史根本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服务群众。龙门县推出

“我为群众办实事”“三微”行动，
28名县四套班子成员、128个县
直单位分别挂钩联系 11个乡镇
（街道、区场）、180个村（社区），
开展民生实情大走访、大排查、
大化解，及时解决民忧急盼“微
实事”1648 件、广泛征集民众意
见“微提案”56件、踊跃参与点亮
困难群体“微心愿”328 个，切实
为民排忧解难，践行初心使命。

韭菜花唤醒了沉睡土地

土地流转为农业发展打开了思
路。翻开和平村的建设照片，黄维正
说，现在看到的韭菜花基地，在建成
以前还是当地村民牧牛的荒地。在
经过土地平整，标准化建设后，基地
陆续完善了排水管网，增设了喷淋设
施，荒田变沃野。

“冷坑本是个农业大镇、产粮
区，我一直都是和农业打交道，看着
丢 荒 的 田 地 ，内 心 就 是 有 点 舍 不
得。”黄维正说，和平村尝试用土地
入股的方式，开启了韭菜花种植的
探索过程。

和平村村民以土地入股方式种
植韭菜花，每年可以享受 600—700
元/亩的分红，村集体每年得到100—
200元/亩分红。此外，在冷坑镇无论
哪家哪户想种韭菜花，土地都可以免
租一年，同时获得免费的种苗和免费
的技术指导。此措施一出，当地近
100户开启自主耕种的模式，种植出
来的韭菜花交给合作社销售。

在隔壁的谭庙村也以流转入股
土地为抓手，整合有劳动能力贫困户
扶贫资金入股冷坑镇源自然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享受固定收益红利。
同时，通过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通过
土地入股，到基地务工，增加村民收
入，走出了一条“入股收益+劳务收
益”的脱贫致富新路子。

如今，当地的怀集润丰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开发种植的韭菜花基地遍
布冷坑镇的谭庙、和平、团结、桐光、
熔炉等村，共计3000多亩，韭菜花种
植基地遍布冷坑镇32个行政村。

超产多得调动村民积极性

在和平村韭菜花种植基地，当地
种植户经过培训，成为种植能手。如
今，基地实现每亩年产韭菜花超2500
公斤，市场批发价也保持在每公斤 8
元以上，截至 2019 年共计带领超过
100户乡邻实现了致富梦，同时也帮
助50多户贫困户摘掉贫困帽。

“在这里工作的一般都是本村的
村民，劳作高峰期有四五十人，分八
个小组管理。这两个月开始摘了，天
天都能摘的。”村民黎艺芳说，天气
好，一亩能摘八十多斤，销售到怀集
县江南批发市场。

黎艺芳曾是外出务工的一员，在
孩子上学，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便返
乡务农。在经过技术培训后，她已经
成为了当地的种植能手，自己管理了
3亩多韭菜花，此外还在当地的怀集
润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工。“普通
员工一天有八十块左右，一个月工资
有2400元到2800元。”

据了解，润丰农业采取“租金收
益+分红收益+劳务收益”的新型运
营模式，将土地分给56个生产小组管
理，提升生产积极性。每个韭菜花生
产小组由 5—8 人组成，共管理 50—
80亩地，并设立小组长，根据组内最

勤奋组员随时轮换，小组长每个月还
能获得1200元的奖励。

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土地
的分红和务工收入，若亩产超出5000
斤产量，超出部分的25%还将按照市
场价让利给村民。如今，公司每月支
付务工工资就超百万元。新的运营
机制调动了当地的村民积极性，也让
他们致富更有奔头。

检测中心为湾区菜篮子补链

2020 年 12 月，粤港澳大湾区肇
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检测中心投
入使用。该检测中心可以出具直通
境内外的检验报告，企业可凭报告实
现出口无障碍，通过面向大湾区、大
西南提供高品质的农副产品检测业
务。实现了集散基地的功能补链。

“在过去，供港蔬菜要先运到东
莞进行检验检测后，重新装载再运
往香港地区；服务平台投运后，我们
的蔬菜可以从基地直接运往港澳，
供港蔬菜每公斤将节省 1.6 元，运输
时间将从以前的 12 小时压缩到 6 小
时。”检测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受访时
说道。

除了检测中心，怀集蔬菜产业园
还引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
大学等科研单位在优质品种选育、水
肥一体化、智慧农业、绿色高效集约
化栽培技术研发与示范、蔬菜品质和
加工工艺改良与提升等方面给予技
术支持和服务。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通
讯员林荫报道：记者从广东省林
业局了解到，6月 2日，广东阳春
鹅凰嶂省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
山甲，这是粤西地区首次记录到
中华穿山甲野外活动的影像。

本次拍摄到的中华穿山甲影
像，是广东省阳江市野生动植物
保护站、广东阳春鹅凰嶂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与广州林芳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在鹅凰嶂保护区开
展的以监测中华穿山甲为主的野
生动物网格化监测工作中记录到
的。

中华穿山甲为中国特有穿山
甲，分布区域包括广东、广西、云
南、福建、重庆等18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穿山甲繁殖力低下，一
般每年仅产1胎，每胎仅产1崽。
中国自然分布的穿山甲属所有种
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粤西地区首次发现野生中华穿山甲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李春梅在花棚中笑得灿烂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摄

9日下午5时许，满载韭菜花的车辆驶出怀
集县冷坑镇和平村，从当地农产品进出口服务
平台，驶向香港。“这批蔬菜在肇庆怀集检测后，
不用经过第三地检测，直发香港，给大家带来了
便利。”肇庆怀集县和平韭菜花种植基地的负责
人黄维正接受访时说道。在种植基地，当地村
民正在采摘韭菜花、分拣打包……为自己的致
富梦想不断奔忙。

肇庆怀集冷坑镇发展韭菜花
种植产业，还成立农副产品检测中
心实现“无障碍出口”

飘香韭菜花
6小时

直发到香港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李光吉

黄维正和他管理的韭菜花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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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陈骁鹏
通讯员 陈云辉 张玉婷

龙门农民画描绘百年党史 黄克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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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通讯
员廖培金报道：近日，《广州市民政
局、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全面开展家
庭养老床位建设和服务工作的通
知》（简称《通知》）正式印发实施。

据悉，广州2019年起率先在
越秀、海珠、荔湾3个老龄化程度
较深、老年人口较多的中心城区
试点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截至
2020年12月25日，全市共建成家
庭养老床位677张。

家庭养老床位是指，依托养
老服务组织、护理站，为老年人

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空间进行必
要的适老化与智能化家居改造，
在家中设置具备机构化服务功
能的床位，根据其意愿和需求提
供与床位相配套的全天候、全方
位、全人长期照顾服务。

居住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有
养老服务需求但因各种原因未入住
养老机构或家庭有一定的照料条件
暂时不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居家老
人，可申请家庭养老床位服务。

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包含哪些
内容？记者了解到，家庭养老床

位建床服务半径在中心城区不超
过15分钟，偏远农村地区不超过
30分钟，确保及时响应与服务可
及。具体服务内容涵盖适老化改
造、智能化改造、床位实时监测和
专业照护服务四个方面。

收费方面，《通知》明确，家庭
养老床位收费标准由服务机构自
主定价，明码标价、主动公示，并
在服务协议中明确，根据老年人
的照顾需求评估等级及服务内
容，服务价格也有所差异。

为鼓励家庭养老床位服务机

构积极参与，《通知》提到，对新建
床并经本市老年人照顾需求等级
评定为照顾等级2-6级的广州市
户籍老年人连续提供服务满12个
月，且经所在区民政部门核实合
格的家庭养老床位，以每张床位
适老化改造项目不超过1500元、
智能化改造设备不超过1500元
的标准，在实际改造费用的范围
内给予一次性建床资助。

护理资助方面，每张家庭养
老床位收住经本市老年人照顾需
求等级评定为照顾等级2-6级的

广州市户籍老年人，根据不同的
照顾需求等级，给予每人每月
200元至500元护理补贴。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登录广
州市为老服务综合平台（http://
wlpt.gzmz.gov.cn）提交申请，也可
根据需求就近选择服务机构申请。

市民如对《通知》有疑问的，
可以在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
五，9:00-12:00，14:00-18:00，节假
日 除 外 ） 拨 打 电 话 020-
83178750、83178741向广州市民
政局咨询。

广州全面铺开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每张床位最多可获3000元一次性建床资助，护理补贴每人每月200元至500元

2020年深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数据公报发布

非私营单位 13.9万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道：

近日，深圳市统计局发布2020年
深圳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 工 资 数 据 公 报 。 虽 然 2020
年 初 以 来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持
续，给多行业带来冲击，但公
报显示，深圳 2020 年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37310 元，同比增长 9.3%。

根据公报，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39436
元，同比增长9.1%。扣除物价因
素，深圳 2020 年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在岗职工年平均

工 资 实 际 分 别 增 长 6.8% 、
6.6%。此外，根据城镇私营单
位抽样调查，深圳 2020 年城镇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 74597 元。

其中，平均工资指在报告期
内单位发放工资的人均水平。
计算公式为：平均工资=报告期
工 资 总 额/报 告 期 平 均 人 数 。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
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
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
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
纳部分，以及房费、水电费等。

历时30小时连续施工，重达
1500吨的“钢铁巨碗”稳稳地扎根在
黄茅海上（见上图）。6月9日凌晨0
时30分，黄茅海跨海通道黄茅海大
桥西塔承台首个钢套箱顺利下放。

钢套箱是主墩承台施工的围
水结构。此次下放的钢套箱总高

度达10米、双壁间距1米，套箱底
部面积约 1250 平方米，相当于 3
个篮球场大小。后续将浇筑封底
混凝土，抽排钢套箱内的海水，形
成一个大型的无水围堰。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通讯
员 粤交集宣 肖莉 摄影报道

“超级钢碗”扎根海上
黄茅海大桥首个双壁钢套箱成功下放

在岗职工
年均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