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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美的年华里，她们没有选择美衣华服、绚丽都市，而是
在乡村扎根，在田间耕耘。在太仓，有这样一群姑娘，常年奔走
在田间地头，把田埂作为舞台，对农事、乡情了如指掌，她们就
是女定制村干。

范梦玲2016年毕业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进入璜泾
镇孟河村工作的第一天，就感到农村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当
时正值农忙，还没熟悉环境的范梦玲就被农业主任一句话喊去
搬秧盘。范梦玲告诉记者，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还是没
想到第一天就要下田。共同作业的老农有些半开玩笑地问
她，你们在学校学了些啥？会开插秧机吗？或许是有些不服
气，或许是想证明自己，范梦玲二话不说就爬上插秧机开进
田里。6月的天，太阳已经在显示它的威力，戴着宽大草帽、白
色袖套，一干就是一个农忙季，白皙皮肤不再，却平添了几分干
练。如今，范梦玲能熟练操作各种大型农机，标准农田、设施大
棚……没有她不熟的地形，村里的“老法师”也不由得对她竖起
大拇指。

学以致用是金宵最大的愿望。她在学校学的是农业技术
与管理，被分配到璜泾镇长洲村后，她主动请缨，负责村里农产
品质量安全服务站的工作。“每天，站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检测
蔬菜农药残留。”金宵介绍说，食品安全关乎百姓健康，她虽然
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但觉得非常有意义。检测结果就是
这些蔬菜种植农户的入市“通行证”，每天以最快的速度，交出
最准确的结果，让菜农能够第一时间卖掉新鲜蔬菜，让百姓能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这是金宵最大的成就感。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事技能不再局限于
“地上”。荣文村的汪蕾、雅鹿村的范盈丹双双考取了“飞行
证”，春、夏、秋的农忙时刻，她们就驾驶着无人机、植保机，“上
天入地”喷农药、撒化肥，田间植保“一人顶仨”。“如今，种地靠
技术，女生也能成为田间的主力军，不比男生差。”范盈丹笑着
说。

春耕秋收，男子有体力上的优势，但女生更细致耐心。荡
茜村的潘虹，学习现代农业管理，来到村里4年，始终工作在田
里、棚里，为菜农、果农提供技术指导。“如今，农业技术更新换
代，自己的知识储备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帮助种植大户防病
提产。”潘虹说。不在田里的时间，潘虹就上网了解农业知识，
她微信里关注的都是关于农业技术的公众号。

范梦玲、金宵、汪蕾、范盈丹、潘虹……在农村大地，还有许
许多多像她们一样的“铿锵玫瑰”，她们不留恋城市繁华，却独
爱农村的宁静朴实，基层这片广阔土地成为她们的人生训练
场，令她们在历练中不断成长，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

荡茜村潘虹，深入蔬菜大棚走访菜农，了解蚕豆、
草莓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荣文村汪蕾驾驶风送式植保机，喷洒农药

孟河村范梦玲驾驶犁田拖拉机在蔬菜大棚犁地

长洲村金宵在村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站检测蔬菜农药残留

雅鹿村范盈丹操控无人植保机为小麦喷洒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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