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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这个群体是乡村社会
里的“半边天”。如今，从如何种
地到如何跳好广场舞，从网上购物
到网上聊天，网络已经影响到了她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今天这样一
个网络时代，她们的生产方式、人
际交往方式、购物方式都在静悄悄
地改变着。

生产方式

因网络悄然改变
刘敏（化名）是高唐县固河镇

崔堂村的一名农民，今年55岁。自

从孩子考上大学，她家就咬牙安装
了宽带。对刘敏来讲，网络已经成
为了她的“老师”。

1月上旬，她给记者举了一个
形象的例子。在当地，萘乙酸这种
物质主要被用在果树上，没有人知
道它能否用在棉花上。通过上网查
询，她发现，萘乙酸不单可以用在
棉花上，而且还可以大大提高坐果
率。因此，她大胆做出了用在棉花
上的决定。她家当年的棉花增产
10%左右。现在，对于下一季的品
种选择、真假肥料识别、作物栽培
技术、粮食价格、国家政策信息等

等，刘敏全部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原来买农药化肥都是向经销

商咨询。现在，只要上网一查，就
可 以 自 己 给 自 己 的 庄 稼 开 ‘ 药
方’，然后再到店里买就行了。”
刘敏说。

毫无疑问，无论从生产能力
提高还是农民职业素养形成，网
络已经彻底影响到农民的生产方
式了。

农村妇女

学会微信聊天
王小芒是高唐县固河镇崔堂村

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初中文化水
平。两年前，在她的整个世界里，丝
毫没有“网络”这个词儿。两年后的
今天，她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每天刷
微信、刷QQ空间。

“孩子们没办法经常回家，为
了及时关注她们，所以我在47岁的

时候刻苦学习了这些新的通讯手
段。”王小芒如是说。

两个女儿一个在外地上班，一
个远嫁他乡。看似相隔千里万里，
可是娘仨每天都有联系。“现在，
我们娘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我和
两个女儿每天都在微信上说话聊
天，7个月大的小外甥女，这不也
咿 咿 呀 呀 地 在 微 信 上 向 我 问 好
呢。”王小芒说。跟外甥女和女儿
用微信视频聊天成了王小芒每周的
“规定动作”。如今，通过微信和
QQ空间了解女儿们的生活，已经
成为了王小芒的生活常态。

年轻妈妈

网上去“淘宝”
高红是固河镇前辛村的一名年

轻妈妈。“现在，宝宝需要的一些
东西（比如调奶器）没办法在镇上
买到，跑到县城又太远。上网买又

便宜又放心，干嘛不上网买呢。”
高红说。

据高红介绍，她们村的年轻妈
妈们已经把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时尚
之选。她娘家的那个乡镇甚至建立
了网上购物群。大家在网上下完订
单之后，快递会把货物送到镇上。
镇上的收集点通过QQ群通知大家
来领取。“现在，但凡懂网络的小
姑娘，80%会选择网上购物。我们
的乡村已经难以抵挡网上购物的诱
惑力了。”高红说。

网上购物虽好，对于大部分农
村来讲，物流却始终走不到乡村的
末端。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得不到
满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
士表示，农村消费市场是一块巨大
的“蛋糕”。物流企业需要重新思
考这个问题，主动尝试在成本与收
益的角度重新布局网点分配。物流
企业谁先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会成
为最大的“赢家”。

聊天用微信，买化肥网上找老师

网络悄然改变着农村“半边天”
农村大众报记者 刘真真

岁月侵蚀，历史变迁，东阿
县高集镇程楼村的古建筑正慢慢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如今，就
剩下一处古祠堂，也已破烂不
堪。

最近，程楼村村支书程振旭
为祠堂的修护问题，犯了难。
“祠堂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是
老祖宗留下的最后一处建筑，塌
了太可惜，想要修复，又没有足
够的资金去干这件事情。”

程振旭指着祠堂的屋顶，
说：“祠堂所有石砖、瓦块的排
列很讲究，屋檐、屋脊的造型、
花纹的雕刻，技术要求很高，以
前修建祠堂的师傅都是有名的能
工巧匠。现在想要找人修复，一
般人干不了，得找专家，还得找
好的工匠，修复起来很麻烦。不
然 ， 修 完 了 ， 也 不 是 古 宅 的
样。”

和高楼村的情况一样，刘集
镇东芷山村祠堂的修复也面临资
金不足的问题。“我们村集体经
济收入薄弱，没有钱去修复，资

金不足是最大难题。”村支书刘
凡坤说，每年东芷山村的村民都
会去祠堂祭拜先辈，祠堂寄托着
村民对先辈的怀念，村民心里都
希望祠堂能一直保留下去。

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过即
墨市凤凰村村支书方珂庆。

凤凰村至今仍有50多处古宅
保存相对完整，已经有300多年的
历史，村里人十分注意古宅的保
护。

方珂庆说：“以前老宅子出
现漏雨、墙皮脱落的问题，自己
就修一修，也没人管，从2010年
开始，即使是自己家的房子，想
要翻新修葺，也必须得到村委里
申请，村里还得向上级部门申
请，只让添瓦，不能毁坏了宅子
的历史风貌，自觉保护古宅，村
民已经形成了习惯。”

杜绝了人为因素的破坏，却
阻挡不了岁月的侵蚀。因为资金
技术不足，如何有效保护修复古
宅，一直困扰着方珂庆。直到
2013年，凤凰村入围第二批中国

传统古村落，列入了国家保护的
名录，房珂庆才落下了心里的这
块石头。“有了国家财政资金和
技术的支持，我就放心了，不用
再为古宅保护犯愁了。”

古建筑是历史变迁及文化的
载体，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遭
到破坏，将是永远的遗憾。现如
今，农村人对古建筑保护的意识
越来越强，然而，资金不足问题
确确实实成为摆在大多数村庄面
前的难题，特别是经济基础薄弱
的村。

像程楼村这样，剩下一处或
者几处古建筑的村庄还有很多，
合在一起，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文
物资源。相对凤凰村被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的范畴来说，它们所受
的保护力度小得多，消失也将快
得多。程振旭说：“像我们村这
种经济状况，没有上级政府财政
技术的支持，想要保住古祠堂很
难，希望上级财政能够加大对农
村零散古建筑的保护力度，把老
祖宗留下的东西保存下去。”

资金短缺，村民有心无力

零散古建筑保护面临尴尬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马春新

邹平亿农家园植林专业合作
社为明集镇和周边乡镇的社员和
农户承担起了机械化植保的担
子。合作社除了给社员相对较小
的地块进行植保服务，植保面积
500亩以上的单位客户也合作了不
少，其中长丰农牧公司的植保面
积达到了一千亩，全年机械化植
保面积达到十多万亩。

1月20日，在邹平县明集镇颜
集村亿农家园植林专业合作社里，

理事长韩东升告诉记者：“我们进
行专业的植保服务，机械喷药效果
比一家一户喷药覆盖率高、效果
好，农户还省钱。”亿农家园合作
社，成立于2013年。由于走的是专
业化运作的路子，目前发展势头良
好，社员由初期的10户发展到了
150多户。

图为合作社工作人员在保养
喷药机具。

（唐峰 张学东 摄）

合作社给十万亩庄稼当“医生”

一、寨墙

大寨小寨，寨寨有墙；寨门大开，平安吉祥。
四门紧闭，防匪防狼；众志成城，民心成墙。

二、泰山石敢当

一石当关，大名敢当；斗妖降魔，镇宅保乡。
乡有人杰，气豪胆壮；家有英才，继世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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