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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雪

薄雪，满族，绛县南樊镇吉峪村人，运

城市第五届人大代表，第十七届县人大代

表，绛县润旺家庭农场的发起人，也是吉

峪村唯一的网格员。在最好的年纪选择一

头扎进乡村建设的薄雪认为，奔向大城市

还是回到小乡村，这两个选择并没有高下

之分，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保持昂扬的斗

志与不懈的努力，便没有什么能阻挡人民

幸福的脚步。

野小网格冶里的野大情怀冶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薄雪深知，基层是整个社会的

“地基”，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网格是基

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网格员每日琐碎的工

作中，亦蕴含并承担着基层社会治理的

“大任务”。薄雪每日的工作众多，涵盖了

党建、宣传、疫情防控、道路安全、环境保

护、安全生产等方方面面，但她总是满怀

热情为大家服务。

吉峪村共 8 个居民组，467 户 1767

人，其中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拼，

留守村庄的剩下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薄

雪会定期入户摸排了解孤寡老人的身体

状况，解决他们在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老年人在智能手机的使用方面常常遇

到困难，需要网上办理的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认证等都联系薄雪办理。

“短信说我中奖了，你帮我看看这怎

么弄。”村里的张奶奶电话询问时，薄雪敏

锐的察觉到这是诈骗短信。老人接触的新

事物较少，警惕心低，很多低端骗局老人

也会上当受骗，导致财产损失。薄雪为张

奶奶解释清楚这是骗局后，又挨家挨户为

村民发放防诈骗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让大家了解相关骗局，提高村民的防诈意

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但同

时，人们的心理状况也需要关注。当前疫

情形势严峻，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需要

接受集中隔离，集中隔离人员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焦虑情绪。“我们要关注到每一个

具体而真实的人身上，用心了解他们”。从

河北廊坊返乡的村民刘某与郭某，尽管提

前报备时薄雪已经告知相关防疫政策，但

经过几天集中隔离后，持续的紧张情绪导

致二人产生极度得焦虑情绪，希望尽快回

到家中，在隔离点以绝食抗议。薄雪得知

后通过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安抚二人情

绪，进行心理疏导，并与其家人沟通，直至

其解除隔离。

野小乡村冶有了野大发展冶

九万里风鹏正举。为响应国家政策，

发展农村经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薄雪

考察吉峪村及其周边优势后，与丈夫卫澎

一同开办了润旺家庭农场，占地面积

10000 余平米，采用“农场 + 农户”模式，发

展肉牛养殖业。牛犊以 400 斤左右入栏，

养殖一年，体重达到 1400 斤左右出栏，以

每头牛犊 1 万元购入，一年后成品牛

1.8—2.3 万卖出，每头牛养殖所喂饲料饲

草、人工费、防疫成本、水电等各项费用

4000 元，按存栏 100 余头牛的规模，薄雪

的家庭农场每年利润可达 60 多万元。

薄雪的家庭农场位置优越，可以促进

良性交易环境与秩序的形成。农场不仅可

以收购村民耕种的粮食作饲料，还能收回

秸秆作为肉牛的辅料，同时又为村里留守

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如此一来既能提高

农民经济收入，又能增加农民耕种的积极

性；田里秸秆有了好去处，农户免去焚烧

秸秆的同时，还能获得额外收入；焚烧秸

秆现象消失，村庄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

善。村民手里有钱，或投入一部分资金自

行购买牛犊，将其寄养在家庭农场，年底

参与分红；或者在家庭农场工作。这两种

参与模式，在提升农户养殖积极性的前提

下，进一步引领广大村民提高经济收入，

提升村民生活水平。

作为养牛新手，薄雪与丈夫在家庭农

场起步阶段也曾摔过跟头。农场第一批买

回来的小牛犊，有几头是“侏儒牛”，长不

大，也不长肉。在摸爬滚打中迅速成长起

来的薄雪已经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农

场发展也走上了正轨。如今，薄雪的家庭

农场场区分为办公区和养殖区两个区域，

办公区有一座办公房屋，一个消毒池，消

毒房舍一座并加装了全自动感应式消毒

设备；养殖区有三座现代化肉牛养殖牛

棚，600 余吨储料池一座（已储备），一座封

闭式饲料搅拌站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露天

活动区也已建设完成，场区 30 台全天 24

小时监控已安装并调试运行。

家庭农场接下来如何发展，薄雪眼光

长远，思路清晰。近五年内的目标，为进一

步响应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农场计划加

大对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在现

有流转土地的基础上，计划种植小麦、玉

米 80 余亩，全部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科

技化作业，加大农业粮食生产的托管力

度，小麦秸秆、玉米秸秆全部用于肉牛养

殖，牛粪经过发酵后用于粮食作物的有机

肥施肥，达到绿色无公害的环保理念。并

带动村内及周边村民共同发展肉牛养殖，

发挥自身以及区域优势，建立自己的品

牌。“能吸引年轻人重新回到家乡一起建

设新农村，是我的最终理想。”说起更长远

规划，薄雪希望与更多优秀人才一道，依

托地域优势，发展属于本村的集观光游玩

一体的农家特色旅游，逐步改变吉峪村传

统的农业生态结构，通过生态游带动村内

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共同富裕。

野女代表冶有着野大能量冶

作为市、县两级人大代表，薄雪始终认

为，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来自群

众，也要扎根于群众。”薄雪说。网格员的本

职工作让薄雪了解村庄的方方面面，看到

困难群众生活的困苦。吉峪村民李某，一家

四口都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尽管作为五

保户经济有最低保障，但一家四口的生活

总要有人在旁照料。在李某患病去世后，其

妻子又被羊群顶伤入院，家中的两个儿子

因身体和智力问题，无法在医院照顾母亲，

薄雪在医院忙前忙后照顾了多日，又垫付

了住院费用。多年来薄雪持续关注着他们

一家，李某及妻子先后去世后，也是她忙前

忙后垫付费用将老人安葬。“现在李家大儿

子的三餐由我出钱委托村里日间照料中心

负责。”薄雪出钱出力，向来毫无怨言。

近几年春季冻灾严重，农业损失大，百

姓收入减少。薄雪注意到村内坡地上几乎

没有发生过冻灾，但坡地灌溉难度大，为了

使村民旱涝保收，她适时提出了坡地灌溉

的建议，如今正在协调解决中。

考虑到村内老年人多，但养老服务方

面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

问题在村内日益凸显，“青年人与老年人沟

通少，并且存在代沟，同龄人沟通与活动又

缺乏合适的场所。”为使老年人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薄雪提出了在村内中心地带建

设老年活动中心的建议。“世界是年轻人

的，但也是老年人的。”在她的计划中，老年

活动中心是集文化、娱乐、活动、休闲于一

体的，是真正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除去必

备的医务室，老年活动中心将分为农家书

屋、棋牌室、活动室等，并配备有乒乓球桌

等设施，还可以衍伸出吃、住等服务，全方

位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让老

年人有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

薄雪扎根家乡，服务基层，用行动诠释

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真正涵义。“下

一步，我将勇敢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责任

和使命，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美好答卷”薄

雪说。接下来继续带动乡亲们一起拼搏奋

斗，做一名新时代女性，踏踏实实走好乡村

振兴这条道路。同时积极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继续带领更多农民当好“新型农民”这

个角色，努力带动更多的群众致富奔康，为

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出更

大的贡献。

巾帼不让须眉，薄雪以“她力量”撑起

家乡发展的“半边天”。让我们期待铿锵玫

瑰更加华丽的绽放。

ZONG HE
综 合

薄雪精心打理家庭农场

花语铿锵诠释“她 ”力量

一位 1986 年出生的姑娘袁选择留在家乡投身乡村建设工作遥 满怀着对家

乡的自豪感袁她不断奋斗袁无私奉献袁在建设家乡的路程中成果斐然遥

乔小飞 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