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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一场小雨过后，吕梁山上的
黄土地被洗刷一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特
有的清新气息。记者在小成村四处找寻马
金莲的身影，最终在一片采摘园里看到了
她。她鞋上沾满了泥泞，裤脚随意挽起，正
和一位村民热切交谈着。

“种草莓讲究细心和耐心，要时刻关注
温度、湿度和光照，一点儿马虎不得。”马金
莲一边说着，一边蹲下身子，轻轻拨开藤
蔓，查看草莓的长势。

此刻，这位在草莓大棚里忙碌的全国
人大代表马金莲，身上散发着与这片土地
相融的质朴与坚韧。从“三转婆姨”到村党
支部书记，从吕梁山护工到全国人大代表，
她用自己的拼搏、智慧与担当，为六千多名
妇女护理知识和家政技能，带领她们走出
大山；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建起了
西红柿大棚，引进了奶油草莓种植项目；将
自家的窑洞改造成养老院，收留空巢老人；
把对乡村发展的殷切期望和切实可行的代
表建议，一笔一画地书写在这片充满希望
的黄土地上，引领着小成村的乡亲们奔赴
乡村振兴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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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护工到“村官”的华丽转身

2016 年，对于吕梁市无数渴望改变命运的

农村妇女而言，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一年。吕

梁市启动的“吕梁山护工”培训项目，如同一束

光，照亮了她们黯淡的生活。彼时的马金莲，还

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每日被琐碎的家

务和微薄的收入所困。但她心中有一团火，对

外面世界的向往和改变家庭命运的渴望，让她

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遇，报名参加了“吕梁

山护工”的首批培训。

培训的日子并不轻松，简陋的教室、枯燥的

理论知识，都没有让马金莲退缩。她如饥似渴

地学习着护理知识和家政技能，每一个细节都

不放过。终于，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扎实的技

能，她走出大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成为

了北京家政市场上的“抢手”保洁员。

初到北京，繁华的都市让马金莲目不暇接，

但她没有被这繁华迷了眼。工作中，她勤劳肯

干，对每一项任务都认真负责，赢得了客户的一

致好评。这段在外打拼的经历，不仅让她的钱

包鼓了起来，更让她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她看到了城市的高效与有序，也看到了乡村与

城市之间的差距，一颗改变家乡的种子在她心

中悄然种下。

“技能改变命运”，这是马金莲在这段经历

中最深刻的感悟。2017年，带着满满的收获和

一腔热血，她回到家乡柳林县，创办了柳林县懿

星职业培训学校。学校创办之初，困难重重，没

有师资、没有生源、没有经验，每一个问题都像

一座大山横亘在她面前。但马金莲没有被困难

吓倒，她四处奔走，邀请专业的老师授课，挨家

挨户地劝说农村妇女参加培训，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告诉她们，学习技能是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的捷径。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马金莲的努力下，学校

逐 渐 走 上 正 轨 。 9 年 的 时 间 里 ，学 校 培 训 了

6000余名妇女全部就业，其中 3000余人目前仍

然在岗。这些妇女带着从学校学到的技能，在

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们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马金莲也成为了当地妇女心

中的榜样和引路人。

然而，马金莲并没有满足于此。2021年，她

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回到

家乡小成村担任村主任。在很多人看来，放弃

已经取得的成绩，回到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是一

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但马金莲却不这么认为，

她深知，自己的根在农村，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带

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回 到 小 成 村 后 ，马 金 莲 迅 速 投 入 到 工 作

中。她深入了解村情民意，发现村里的土地大

多闲置，村民们守着肥沃的土地，却过着贫困的

生活。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将技能培训与乡

村振兴深度融合，带领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说干就干，她四处奔走，争取资金和项目支

持。在她的努力下，村里建起了西红柿大棚，引

进了奶油草莓种植项目。为了让村民掌握种植

技术，她邀请专家到村里授课，亲自带领村民下

地劳作。从播种、育苗到施肥、采摘，每一个环

节她都亲力亲为。

一开始，村民们对这些新的种植项目并不

看好，认为风险太大，但马金莲没有放弃，她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第一年，西红柿和草莓就获得了大丰收，看着红

彤彤的西红柿和娇艳欲滴的草莓，村民们的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些农产品不仅在当地

市场畅销，还通过电商平台卖到了全国各地，为

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为了进一步拓宽农产品的销路，马金莲还

将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带到了全国“两会”。她向

代表们介绍小成村的农产品，讲述村民们的奋

斗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小成村西

红柿”成了一张亮丽的名片，小成村的农产品也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人才不能唯学历论，只要愿意为乡村付

出，都是人才！”这是马金莲经常对村民们说的

话。2023年兼任小成村党支部书记后，马金莲

深知，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但农村需要的人

才不能仅仅以学历来衡量，她充分挖掘村民的

特长，让会种地的管大棚，懂手艺的参与灯展制

作，善沟通的加入旅游接待。在马金莲的带领

下，小成村的每一位村民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都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从办好农村养老到
助力乡村振兴的担当

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

重，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和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成为了摆在马金莲面前的两大难题。如何破解

这一困局，让乡村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马金

莲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和思考，马金莲决定采

取养老与产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她认为，

只有解决了老人的养老问题，让年轻人无后顾

之忧，才能吸引他们回乡创业；只有发展产业，

才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他们留

得住、干得好。

2019 年，马金莲将自家的三孔窑洞改造成

养老院，为村里空巢老人提供了一个安享晚年

之所，同时也解决了部分护工的就业问题。这

一举措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不理解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农村，养老一直是家庭

的责任，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被认为是不孝顺的

表现。但马金莲不这么认为，她看到了村里很

多老人子女外出打工，无人照顾，生活十分艰

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些老人提供一个

温暖的家。

养老院建成后，马金莲亲自照顾老人的生

活起居。她每天早早起床，为老人准备早餐，陪

老人聊天、散步，给老人洗衣服、打扫房间。在

她的悉心照料下，老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脸上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为了给老人提供更

好的服务，马金莲还不断学习养老知识，提高自

己的服务水平，邀请专业的护工到养老院工作，

为老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如今，养老院的口

碑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老人愿意来到这里安

度晚年。

在养老院里，老人们不仅能得到生活上的

照顾，还能享受到精神上的慰藉。马金莲经常

组织老人观看伞头秧歌表演、参与手工活动、举

办生日会等，让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今年，在马金莲的努力推动下，可容纳 80
人的小成村养老院即将投入使用。新的养老院

设施更加完善，环境更加优美，不仅有专业的护

工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还配备了医疗室、活动

室、餐厅等设施，让老人在这里能够享受到全方

位的服务。

“养老院不只要让老人‘活着’，更要让他们

‘乐着’。”这是马金莲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为

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不断探索创新养老模式。

她到山东、陕西等地调研，发现农村养老存在医

疗资源匮乏、老人故土难离、支付能力有限等痛

点。针对这些问题，她提出了“农村微型养老”

模式，即利用闲置房屋改建养老机构，引入长期

护理保险，推动医疗机构与养老院合作，实现

“医养结合”。更是在 2024年的全国“两会”上，

建议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政策支持力度，并呼

吁将长期护理保险覆盖至农村。她的建议得到

了很多代表的支持和关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

对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视。

在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同时，马金莲也没

有忘记产业振兴。她深知，产业是乡村振兴的

根基，只有产业兴旺了，乡村才能繁荣发展。

今年春节，小成村首届“小成故事多”灯展

盛大举行，让小成村名声大噪。为了办好这次

灯展，马金莲提前几个月就开始筹备。她四处

寻找合作伙伴，邀请专业的灯展制作团队到村

里制作灯饰。在她的努力下，伞头秧歌、二人台

演出精彩纷呈，三十多组造型各异的灯饰在小

成村的夜晚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今年春节是小成村特别热闹的时候，全村

1314人都回家过年了，灯展活动不仅提高了村

集体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务工收入，更凝聚起

了人心。”马金莲说，灯展不仅点亮了村庄的夜

晚，更点燃了村民发展产业的信心，春节假期期

间，小成村每天都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从四面八

方赶来观赏灯展。

得益于灯会的成功举办，村里原本就小有

名气的西红柿采摘大棚今年更是人气大增。占

地 50 亩的 14 个西红柿大棚年产 50 万斤，通过

保鲜库延长了销售周期，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

度和市场供应；奶油草莓种植园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采摘，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为村民带来

了可观的收入。

“产业红火了，年轻人自然愿意回来。”马金

莲坚信这一点。在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回到小成村创业就业。他们带来了新的理

念和技术，为小成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村庄到人民大会堂的坚守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马金莲始终牢记自己

的职责与使命。她深知，自己肩负着小成村乡

亲们的期望，要把基层的声音带到全国“两会”，

为乡村发展发声，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前，马金莲都会深入

基层，走访调研，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她

的足迹遍布小成村的每一个角落，与村民们促

膝长谈，倾听他们的心声。她把村民们反映的

问题和建议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代表建议，带

到全国“两会”上。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马金莲共带了三个

建议，其中一条关于“优化农村医保缴纳”的建

议由中国新闻社发布到社交平台后，获得了全

网近 270万次的点赞。

“不管我进哪个村，进谁家的门，老百姓就

是和我说的这么一句话，这个医保确实不要再

涨了，比如说三口之家，每年就得交 1200元，对

于农村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全国“两

会”前马金莲走访了很多群众，甚至去过陕西省

吴堡县，真正和基层老百姓交流了他们关于医

保的诉求，群众非常希望马金莲能把这个问题

带到全国“两会”。

“建议医保不要逐年上涨，把消费型保险转变

成储蓄型。”马金莲的建议得到了几百万网友的支

持，全国“两会”期间，马金莲的事迹甚至得到了央

视《两会 1+1》节目的报道，媒体和网友的关注，让

马金莲“受宠若惊”，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作为人

大代表为基层群众代言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马金莲的履职之路，充满了对村民的关怀

与责任。“如何制定适合农村养老机构的收费标

准？”“子女如何参与到赡养老人的过程中？”“草

莓销路如何拓展？”……马金莲厚厚的笔记本

上，密密麻麻记着村民的心声，在她看来，代表

履职不能高高在上，而要扎根泥土，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每年两会，马金莲都会带上村里的农产品

——西红柿、草莓，甚至养老院老人的手工艺

品。在会场内外向代表们介绍小成村的发展变

化，宣传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小成村，关注

小成村的发展。

“我们要把小成村村民活动广场和充电站

建起来，方便村民活动和电车充电。同时，建设

一段 900 米的护村护地河堤，保障每家每户的

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也保证了村里采摘园区

雨季防汛。”对于今年村里的规划，马金莲觉得

还是要在硬件设施上继续加强，不断提升村民

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走不出去，家就是我的世界；走出去，世界

就是我的家。”如今，马金莲正带着小成村朝着

更广阔的世界大步迈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小成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让更多的人

看到农村的希望和潜力。

图为马金莲在养老院照顾老人起居。

图为马金莲（右一）与村民查看草莓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