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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

“放弃所爱，心向现代农业；破
釜 沉 舟 ， 创 建 技 术 基 地 ； 适 应 发
展 ， 促 进 产 业 升 级 ……” 近 日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山 东 青 岛 曹 村 草 莓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王 倩 向 记 者 谈 起 她
难 忘 的 创 业 经 历 时 ， 既 感 慨 万 千 ，
又骄傲自豪。

王 倩 家 三 代 种 植 草 莓 ， 她 本 学
医 ， 在 家 庭 遭 遇 变 故 后 弃 医 从 农 ，
主 攻 草 莓 近 二 十 年 ， 把 小 草 莓 做 成
了 大 产 业 ，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 草 莓
王 ”， 为 当 地 农 业 增 效 、 农 民 增 收 、
农 村 发 展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在 当 选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后 ， 她 深 入 了 解 社 情
民 意 ， 广 泛 征 集 群 众 意 见 建 议 ， 为

“三农”问题建言献策。

弃医从农，小小的草莓渐渐
在她的心底扎牢了根

小时候，王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白衣天使。2007 年，她从山东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经过两年
的准备，正要去新加坡留学的时候，
父亲患胃癌去世了。

突然的变故，不仅家人情感遭受
创伤，父亲创立的青岛市首家草莓专
业合作社也面临着解散。

是继续圆自己的天使梦，还是接
手父亲留下的事业？王倩犹豫了，经
过艰难的抉择，她放弃学习了七年的
护理专业，回到家乡发展。

下 决 心 容 易 ， 但 真 正 做 起 来 很
难，尤其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
生来讲，更难。王倩说，虽然她从小
生活在农村，但从没干过农活儿，根
本不懂草莓的种植，更别提经营销售
经验了。当时，合作社有的前辈不信
任她，说一个姑娘家来管合作社能行
吗？有的说一个学医的学生娃，连啥
时下苗都不知道，还能种好地？种种
质疑和冷语并没有动摇王倩的信心，
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

“我就暗暗下定决心，非干出个
样来给他们看看。”那段时间，王倩
每天早上 5 点多钟起床，天天蹲在草
莓地里，对照书本和草莓苗，学习、
钻研，全身心扑在地里。她还利用业
余时间到东北农业大学进修，系统学
习现代农业知识，小小的草莓渐渐在
她的心底扎牢了根。

农旅融合，合作社年产值近
7000万元

合作社发展初期，没有专门的试
验基地，社员们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拿
出自己的地进行试验，王倩只能自己
筹资。

此前家里为给父亲治病花光了所
有的积蓄，王倩说服母亲将家里的房
子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建起了占地 80
余亩的新品种试验基地。就这样，她
迈出了创业最艰难的第一步。

缺乏技术，王倩就与青岛农业大
学的专家教授开展合作。2012 年，双
方共同研发了“超早熟无公害草莓栽
培 技 术 ”， 实 现 了 草 莓 在 10 月 份 上
市，打破了 10 月份北方地区没有草莓
的空档期。因为当时是供方市场，草
莓卖出了高价，社员每亩增收 5 万元
以上。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闺女，我
们跟定你啦！”曾经的质疑转为信任。

有了大家的信任，王倩的干劲更
足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王倩意
识到，要做大、做强合作社，必须引
进 新 技 术 、 研 发 新 品 种 ， 实 施 科 学
化、标准化管理，走现代高效农业发
展之路。于是，她组织社员到国内外
种植草莓的先进地区学习考察、开阔
视野，邀请乡亲们以土地入股的方式
加 入 合 作 社 ， 调 动 他 们 入 社 的 积
极性。

为充分挖掘合作社现有的农业资
源优势和品牌优势，王倩带领合作社
发展观光旅游农业，吸引游客前来进
行草莓、葡萄等农产品采摘品尝，先
后策划举办了草莓采摘节、葡萄采摘
节以及亲子、篝火、纳凉等活动。几
年下来，每逢采摘季，果园内人流如
织，产品供不应求，社员家家生意红
火，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

2021 年 ， 王 倩 又 投 资 约 1 亿 元 ，
建设占地面积 167 亩的青岛乡缦草莓
乐园，该项目是涵盖果蔬采摘、儿童
休闲、文创手作、动物喂养、特色农
产品销售等多业态为一体的主题式田
园综合体，乐园以合作社旗下享誉国
内外的草莓为主题，并以城阳区的特
色果蔬为基础，旨在通过创意的游乐
设施、丰富的文创手作、优质的特色
产品和独特的文化内容，为游客朋友
提供多维立体的游玩体验。

在王倩的努力下，合作社的草莓

种植面积从刚成立时的 50 亩发展到如
今的 1500 余亩，社员也从 30 户壮大到
156 户 。 合 作 社 年 产 值 近 7000 万 元 ，
草莓平均亩产值达到 10 万元以上，社
员收入连年翻番。

山东省服务名牌、山东省农业旅
游示范点、山东省精品采摘园、山东
省乡村振兴巾帼示范基地、全国 2022
年 度 乡 村 文 化 和 旅 游 带 头 人 支 持 项
目、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中国农
产品品牌博览会优质农产品金奖、全
国巾帼创业示范基地……王倩带领社
员经过一系列的长期不懈努力，不仅
致了富还荣获多项荣誉。

情系乡民，帮助更多乡亲解
决痛点难点问题

王倩始终不忘回馈乡亲们。她投
资建设了一处农业新技术示范基地，
免费为当地农民和合作社成员提供农
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种植和应用试验，
带动当地农民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
开办合作社、家庭农场，探索走休闲观
光农业的道路，为推动青岛市城阳区
现代农业的发展、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贡献了力量。

王倩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草莓、
西红柿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技术和销
售渠道，经常到合作社的种植基地为
社员们提供有关农业方面的新品种、
新技术和销售信息，帮助他们解决生
产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她每年免费举
办农业新技术培训班 8 期以上，通过技
术讲座、现场操作等形式，向合作社成
员传授农业新技术。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为帮助农民
解决在创业、发展现代精品农业等方
面面临的痛点难点问题，王倩每年在
全国两会上提出相关建议、意见和对
策 10 条左右。合作社与 36 户贫困户建
立帮扶关系，已培育和扶持农业创业
者近 70 名，吸纳农民工、农村转移劳动
力就业 120 余人，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
750 余人。2024 年，王倩被山东省农业
农村厅确定为“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培
育‘师傅带徒’项目第二批高素质农民
大师”。

王倩还十分关注检察工作。她在
履职中了解到，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
结合辖区实际，凝聚“人大+检察+街
道 ”合 力 ，在 四 个 街 道 设 立“ 检 察 驿
站”，融合社情民意采集、矛盾纠纷化
解、社区治理联动等 8 项职能，打造人
民群众可见、可感、可触的“家门口的
检察院”，有效助力破解了高密度城区
基层治理难题。驿站设立以来，收集
线索 103 条，监督成案 12 件，其中一起
督促整治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山
东省检察院典型案例。

参 加 完 全 国 两 会 回 到 工 作 岗 位
上，王倩说，将进一步牢记代表职责，
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
中民智，以实际行动把两会精神落实
到乡村产业、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去，带
动更多农民和有志之士投入到乡村振
兴工作中去。

王倩也希望检察机关以“检察驿
站”为载体，链接社会资源，吸引公众
参与，将检察服务延伸到社区、港口、
商圈、立法联系点，共同解决好群众家
门口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王倩：新农人的草莓情

王倩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文博类综艺节目持续热播、多所博物馆“一票难求”、考古成果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过去一年，文博事业不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赋能
添彩，特别是当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国掀起热潮时，山西这片古老而厚重的
土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长期扎根文博事业，山西省政协委员、临汾市博物馆副馆长、晋国博物馆馆
长董朝晖对文物保护有着特殊的感情。2018 年担任晋国博物馆馆长后，她深感
肩上的责任之重。文物的保护、利用不能被流量所惑，如何保护好流量“光环”下
的文物，让三晋大地上灿若繁星的古建名胜焕发新的光彩，董朝晖一直在思考。

当选山西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后，她立足岗位职责，调研博物馆发展所面临的
难题，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举措，全力做好博物馆的代言人。

在参加 2024 年山西省两会时，董朝晖建议，加强对晋文化的研究阐释和成
果转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她说：“璀璨的晋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
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实践中阐释解读，以时代精神激活其生命力，为民
族复兴、社会进步、山西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和智力支持。”

代表委员的关注点在哪里，检察机关的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董朝晖了解
到，临汾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路径，加强文物和文化遗
产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侯马市检察院通过“代表建议+检察建议+文旅行政”
工作模式，督促“麒麟采八宝”项目保护到位，为传统民间艺术注入生命力；隰县
检察院针对在走访中发现的小西天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督促相关单位开展修
缮管护工作，并争取到文保专项资金，以公益诉讼检察履职为文物古建砌起“保
护墙”。

“这些案件的办理充分展示了检察机关在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中发挥
的积极作用。”董朝晖说。

近年来，随着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被正式列为检察公益诉讼法定领域，山西
检察机关将其作为公益诉讼的重点领域予以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又多了
一份更有力、更坚定的力量。

文物是历史变迁的缩影。谈及对检察机关的期盼，董朝晖表示，希望检察机
关依法严厉惩治和有效防范文物犯罪，不断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力度；
通过多种途径与文物保护、住建等单位协作配合，提高文物保护的社会参与度；
同时，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凝聚文物保护的社会共识，以检察之力守护三晋历史
文脉。

山西省政协委员董朝晖：

为文物保护贡献更大检察力量

王倩在研究气雾草莓栽培
技术。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张妍妍 彭心仪

阳春三月，荆楚大地，春风拂绿。湖北省人大代表、监利市新沟镇向阳社区党
支部书记顾想平看着迷人的春色，想着的还是孩子们的事儿。这位扎根基层近
30年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始终心系乡村教育振兴与未成年人保护。

时光倒回至 1997 年，彼时的向阳村（现向阳社区）是远近闻名的“问题村”：
村集体负债累累，村内经常停电停水，村民怨声载道，更令人揪心的是村小学因
年久失修被判定为二级危房。这一年，退伍后回到家乡的顾想平，正式担任向阳
村党支部书记。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这位曾荣立三等功的退伍军人，将部队里锤炼出的果敢与坚韧，化作改变家
乡教育环境的决心。

重修学校所需资金不菲，面对危房改造的巨额资金缺口，顾想平开始了“化
缘式”奔走，从教育局到国有企业，再到新沟镇大大小小的私营老板，一家家地寻
求帮助。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资金凑齐了，宽敞明亮的新教学楼建起来了，向阳村
的师生们从此告别了危房。

教育投入如同播撒希望的种子。2012 年，顾想平将目光投向学前教育，如
今，投资千万重新规划建设的向阳幼儿园，成为向阳社区的希望之地。

为鼓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向阳社区出台相关规定，考上不同层次的大
学，可享受 1000 元至 1 万元不等的奖励。社区由此形成了“不与别人比做屋，只与
别人比读书”的氛围，居民越发重视教育。

教育振兴带来的蝴蝶效应悄然改变着整个社区，曾经的“负债村”跻身“全国
文明村”行列，集体经济积累达 3000 多万元，固定资产达 2 亿元，家家户户住上了
小洋楼，居民进出大都开上了小轿车。

作为湖北省人大代表，顾想平始终关注着未成年人成长问题，他深入学校、
社区等，倾听各方声音，寻找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金点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全面依法治国，他深知，司法是护航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力量。

2023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顾想平受邀参加监利市检察院举办的“检爱
同行 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针对未成年人保护中的难点问题，
他与未检干警进行探讨，从构建综合保护体系到提升强制报告制度宣传力度，再
到加大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他提出了很多建议。

在深入调研中，顾想平感受到检察力量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发挥的效用。他
了解到，近年来，监利市检察院不仅高质效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同时注重从个案
表象中挖掘深层线索，以综合履职助推社会治理，如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黑补习
班”、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未成年人无证违规驾车等问题，先后向相关单位制发
检察建议，从源头预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问题。该院“阳光小宣”未检工作室被共
青团中央评为“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顾想平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持续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针对校园欺凌、
网络侵害、监护缺失等问题，强化法律监督，以检察履职助推“六大保护”融通发
力。同时，他期待检察机关加快构建数字未检工作模式，通过大数据筛查、强制报
告平台建设等实现涉未成年人犯罪精准预防。

春风拂过新沟镇的田野，金黄的油菜花海涌动如潮，恰似这片土地上永不停
歇的希望，顾想平怀揣着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与期待，继续踏上“护苗”之路。

湖北省人大代表顾想平：

“护苗”路上的坚守者

王 倩
在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