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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农超·巾帼好品馆”涌动“她力量”
引领“巾帼共富”，260余家企业首批入驻

记者 黄寿赓 边艺

透过“巾帼好品”看见“她力量”

3月7日，在“齐鲁农超·巾帼好品馆”上线
活动现场，冯伟英枣花蜂蜜、微岗农业玫瑰水
等首批入驻平台的近百个代表产品集体亮
相。在这一个个“巾帼好品”背后，都站着一位
为自己事业持续奋斗的“巾帼创业者”。

带来枣花蜂蜜的冯伟英是巾帼创业者
中的典型代表。1995年，冯伟英开始种植冬
枣，通过长时间的技术学习，她成功提升了
冬枣品质，枣花蜂蜜则是其生态农场产业
链的重要一环。为实现冬枣价值最大化，
2019年，冯伟英开始在冬枣大棚内养殖蜜
蜂。“养蜂并不容易，前期蜜蜂也是一批批
死亡，家人、亲友都不理解。后来，我请来养
蜂师傅潜心学习，才逐渐摸清了蜜蜂的习
性。如今，一箱蜜蜂每年能产十余斤蜂蜜。”
冯伟英说。

除了食用的农特产品，淄博泓卿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陆珍华带来了自家产的手
工棉衣。2013年，陆珍华在自家小区旁边开
出了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手工作坊，各
类棉衣棉裤是她主要的产品，坚持使用优
质棉花并手工缝制，使她的“棉衣”事业突
飞猛进，如今年销售额已接近500万元。

“巾帼好品”引领“巾帼共富”

农村妇女就业创业难、增收渠道少是
困扰女性群体增收的大难题，本次入驻“齐
鲁农超·巾帼好品馆”的产品却能走出一条
稳健的成长之路，其背后有什么秘诀，与会

的巾帼创业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冯伟英在自身冬枣种植技术成熟后，通

过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同时，她也十分重视销售渠道的拓展及品牌
的打造，“本次入驻‘齐鲁农超·巾帼好品馆’，
除了为我们增加一个销售渠道，我们更重视
这个平台对我们的品牌赋能。”冯伟英说。

陆珍华对周边的带动则更为直接，随着
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她如今每年雇的员工超
过200人，基本都是留守在家的妇女。她告诉
记者，“希望通过入驻‘齐鲁农超·巾帼好品
馆’，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并依托平
台数据反馈，指导我们去开发更多新产品，从
而带动周边更广泛的妇女就业、增收。”

让“巾帼好品”看得见买得着

作为山东省官方指定的唯一区域农业
公共品牌自主平台，齐鲁农超一直致力于
打造山东优质农副产品交易展示平台，承
担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模式、探索山
东数字农业发展新路径、树立“好品山东”
新品牌的使命责任。

此次上线的“齐鲁农超·巾帼好品馆”
将集中展销16市农优特产品，展示广大妇女
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去年12
月16日，由潍坊市妇联、齐鲁农超联合打造的

“潍坊巾帼好品馆”先行上线，成为全省首个
聚焦“巾帼”的展馆。潍坊市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一级调研员高志秀表示，潍坊作为齐鲁农
超巾帼好品馆先行试点市收益很大。“通过齐
鲁农超平台，潍坊好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未来，潍坊将突出利用好齐鲁农超巾帼好
品馆展销平台，带动一批妇女在电商领域
实现创业、就业。”高志秀说道。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修从涛

并非要实实在在地“种树”

杨平每年都会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往
年义务植树都是选择离家不远的植树点，
带着铁锹水桶，全家人齐上阵。用她的话
说，“既能完成植树义务，也是一次家庭亲
子活动，一举多得。”

但渐渐地，杨平发现，离家近的植树
点越来越少了。杨平的感受是对的，今年3
月5日在济南召开的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新
闻发布会上，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副
局长杨波介绍，随着多年大规模国土绿化
工作的开展，可供种树的地方变得“越来
越偏、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义务植树必须要实实在在地“种树”
吗？其实并非如此。在2017年全国绿化委员
会印发的《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
法（试行）》中，明确了造林绿化、抚育管
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
捐物、志愿服务和其他方式等八大类尽责
形式，每种尽责形式都可以折算成栽种树
木的株数。比如，认养和保护古树名木1
株，折算完成3株植树任务；参加抚育管护
劳动半个工作日，折算完成3株植树任务；
向合法公募组织捐赠资金用于国土绿化，
可按不同地区折算植树株数……

杨波表示，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
理办法的目的，就在于倡导公众转变观
念，推动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由传统单一的
植树造林向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
养等全过程、多形式转变。

网上捐资，请专业的人种树

尽管义务植树的尽责形式有很多，但一
提到“义务植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仍是实
实在在地“种树”才算履行义务。那么，有没有
一种不受时空约束的“种树”办法呢？有的。

时下，青岛的太平山、双山和小珠山
上，麻栎树即将开始萌芽。这97亩山地上播
种的13415株麻栎，皆来自网友们的捐资，
再由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负责监管实施，
该绿化项目的实施满足了上万名市民义
务植树的尽责需求。

2020年3月，青岛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推出了“我为山头送片绿——— 麻栎播种造
林”捐资尽责项目。在一年时间内，收到众
多网友的捐资支持共计约22 . 9万元。“该
项目已于2022年8月通过验收，网友们的
捐资全都落实到了项目上，项目建设反馈
情况也已向网友公布，麻栎树的成活率达
到86%以上。”青岛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

杨宁告诉记者，“捐资尽责”方式越来越得
到年轻网友们的支持。

为了满足因各种原因无法通过劳动尽
责完成植树义务的市民需求，今年，青岛的

“古树名木认养”和“我为山头添片绿”两个捐
资尽责项目也已上线。杨宁表示，为了吸引年
轻网友参与，他们在设计项目时会选取互动
性强和更便于参与的项目。

参加过“捐资尽责”项目的王林介绍，这
种通过互联网“捐资尽责”的方式，相当于是

“网上出资，请人种树”。“首先，你要仔细阅读
绿化项目的立项目的和意义，觉得有意义再
捐款。捐完款还要关注项目进展，做好云监
工，项目实施单位会通过文字和照片反馈项

目进展情况。如有异议还可以跟项目方沟
通。”今年，王林又赞助了家乡的绿化项目100
元，不仅收到了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还得
到了一张国土绿化荣誉证书。

捐资尽责的“种树”方式，也越来越得
到年轻人的关注。据全民义务植树网的不
完全统计，截至3月10日，今年全国各地推
出了义务植树“捐资尽责”活动132个。

“网络种树”也能领到证书

与王林的网上“捐资尽责”不同，刘浩
的义务植树方式是名副其实的“网络种
树”。他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
开支付宝，在蚂蚁森林里收获绿色能量，
浇灌自己种植的虚拟树，等绿色能量收集
得足够多，虚拟树长大后，蚂蚁森林就会
替他在某个地方种下一棵真树。

“无论是每天坚持绿色出行多走路，还是
平时消费用支付宝支付，或者是通过线上购
买火车票等，都可以为自己积攒绿色能量。”
刘浩说，为获取更多绿色能量，他的日常生活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低碳。有报道
称，陕西一机械公司的车间主任，每天坚持骑
自行车、跳绳、运动，早上7点就起身捍卫自己
的绿色能量，6年下来，他通过蚂蚁森林累计
种了2000多棵真树。

这种“网络种树”新玩法，符合义务植树
的要求吗？早在2019年初，支付宝就回应了网
友诉求，通过蚂蚁森林种树，也能获得由全国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绿化基金会发放的

“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该功能上线3天就
有近200万用户领取了义务植树证书。

借助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渠道，“网络种
树”变成了一种时尚，还能得到有关部门颁发
的证书，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积极参与。刘浩
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通过网友的消费行
动、增强黏度等可以获得相关收益；国家的植
树绿化事业，也可以获得有力支持；网友们则
在低碳行动中，履行了义务植树的责任。
可以说，是一种多赢之举。

3月7日，“齐鲁农超·巾帼好品馆”正式上线，260余家企业首批入驻，产品涵盖瓜
果蔬菜、米面粮油、肉禽蛋奶、巾帼手造等多个品类。在一个个“巾帼好品”背后，涌动
着的是创业“她力量”，巾帼创业者们通过多年努力，不但实现了自身富裕，还成功带
动周边女性就业、增收。

不方便现场种树？“网络种树”也能尽责
互联网时代义务植树有新玩法

3月7日，“齐鲁农超·巾帼好品馆”正式上线。

3月12日植树节快到了，杨平忙着打听离家较近的植树点。然而，电话咨询了好几个，
不是已报满，就是时间不合适，又或者是离家太远。“义务植树”利国利民，但因受到诸多现
实条件的限制，很多“杨平”难以充分参与。

为破解义务植树“参与难”“找地难”等问题，有关部门开辟了更多义务植树的尽责活
动点。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渠道，一种“网络种树”的新玩法，正在年轻人群体中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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