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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她力量” 集纳“她智慧” 发扬“她精神”

创新创业 巾帼奋进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下，中
国女性创新创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机遇，越
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
在创新中自强不息、在创造中开拓进取、在
创业中艰苦奋斗，在为社会创造经济财富的
同时，也创造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数据显示，妇女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
不断提高，女性就业人员占比超过四成，女
科技工作者占45.8%，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中
妇女约占1/3。在今天的中国，女性不仅拥有
更加平等的社会地位，也拥有更加辽阔的发
展空间。

近日，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部
分与会妇女代表，她们讲述了自己创新创业
的故事。

科技前沿
“不负韶华，勇往直前”

“中国的北斗，是世界的北斗，也是一流
的北斗！”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助理孙希延
教授是一位“追星者”，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
国—东盟卫星导航国际合作联盟常务副秘书
长。孙希延说，“我想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合
作，让北斗惠及更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

在北斗时空信息领域，孙希延已经躬耕
了20年。2003年，孙希延开始接触到了卫星
导航领域，随即“越扎越深”，全身心地投入
到了北斗卫星导航的课题研究当中。

2009年，孙希延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完
成了博士和博士后的研究任务后离开北京，
回到母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任教，为推动桂
林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想尽办法引进更多科
研项目。“那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我常常
趁 天 还 没 亮 就 起 来 赶 飞 机 ， 深 夜 再 飞 回
来。”孙希延回忆说，深夜里风尘仆仆的
她，每次抬头看到夜空中闪亮的星星，便重
新获得了一股力量。

孙希延的辛勤付出收获了累累硕果：
近年来，她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40 项；授
权发明专利 100 余件；发表高水平论文 150
余篇；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2
项。她所研发的系列新技术、新产品，达
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在国
内外多地转化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北斗时空信息灾害精准监测预警关键技
术及应用”是孙希延的代表性成果，项目主
要包括了三项关键技术：一是地质灾害早期
识别技术，二是地质灾害的高精度监测技
术，三是地质灾害预警预测技术。“通过这三
项技术的突破，可以对地质灾害大范围早期
发现，对一些威胁生命安全的灾害隐患，采
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组网等技术，实现灾害
体的高精度精准监测，并基于多元监测数据
和气象预警预测，实现地质灾害精准预警预
测，从而保障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孙希延
介绍，如今，这项成果不仅在国内应用，而
且在东盟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科学是一条孤独之路，在通往成功的路
上，要经历很多波折和艰辛，女科研工作者
要耐得住寂寞，不负韶华，勇往直前。”在孙
希延看来，很多女性所具有的细致、敏锐、
有韧性和想象力丰富，是她们从事科研工作
的优势。

“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分子
古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付巧妹不断探索的问题。

开发创新古DNA关键技术，专注探索人
类起源与演化问题……付巧妹带领平均年龄
只有三十几岁的团队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技术创新与科研成果，为修正和细化
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史做出贡献。

“我的工作旨在提供人类遗传历史的见
解，包括探知过去有哪些人类群体，他们的
时空分布，以及在不同时间阶段的演化特点
与迁徙互动的历程。”付巧妹说。秉持着这一
初心，付巧妹带领团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潜
心攻关，通过古DNA研究为欧亚特别是东亚
早期人群的遗传历史带来许多新的认识和突
破性进展，比如发现了过去存在过的丰富而
多样的早期现代人群体，揭示了欧亚末次冰
期人群的适应性演化特点和动态演变历史
等。也因此，今年 6月 19日，付巧妹在法国
巴黎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勒福赞科
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杰出青年科学家
国际奖。

“我的座右铭是‘不设限，不放弃，永葆
好奇心’，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走到今天。”
付巧妹从小便着迷于历史的奥秘，对于过去
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充满着好奇。正
是这种好奇心促使她进入遗传学领域，以古
DNA 研究为所从事的事业。“虽然我们在科
研中会遇到挑战和困难，但如果是自己认定
的事情，就要坚持下去，不要被外界所干
扰。”付巧妹说。如今，付巧妹仍不畏挑战，
带领着她的研究团队致力探索更高效的分子
古生物学实验技术和分析方法，展开更大时
空跨度的采样与研究。

投身创业
把“有知识”变成“干成事”

秋风吹过，黄绿相间的田野散发出阵阵
稻香。在江苏省镇江市永兴合作社的农场里，
水稻即将收获，80后新农人、镇江市姚桥镇
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巧只要在
家，就时不常地往田里跑。她预判今年的收成
将会增产，“无人机撒肥提高了精准度，加上
水肥一体化管理改善和天气原因，估计能增产
10%以上。”

很少人知道，现在这双种地的手，原本
是打算弹钢琴的。打小起，母亲就带她学

琴。当时的魏巧怎么也想不到，长大后没走
上母亲希望的“艺术道路”，反倒与种地的父
亲“殊途同归”。

长大后，魏巧最初从事的是科研工作，
作为一名土壤学硕士在中科院从事微生物农
业研究，丈夫孙振中在北京大学从事自然地
理学研究，而她的父亲魏云烽则在江苏镇江
从事农机服务和农业规模化经营。2014年12
月的一个深夜，一个长途电话从镇江打到北
京。电话里，魏云烽向女儿发出邀请：“你们
两口子都是学农相关的，希望你们能回来接
我的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放下电话，魏
巧和丈夫商量起此事，孙振中顺着话头说：

“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孩子，如果你决定回去，
我们就一起回！”

父亲的召唤、丈夫的支持，成为魏巧的

底气。2017年，魏巧和丈夫分别辞去中国科
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工作，返乡创业以实现自
己的“农业梦”。就这样，魏巧接过父亲的接
力棒，转型成为“田秀才”，以农田为纸、科
技作笔，在田间播撒智慧与汗水，成为数字
化农田种植的探索者。

从科研人员到“新农人”，不变的是她对
土地的热爱。怎样学以致用，把“有知识”
变成“干成事”？魏巧想到了“科技种田”。

“将遥感信息、无人驾驶技术、人工智能
等现代化手段落地农业生产，就能取代经验
种田，精准用料用肥、对耕种管收进行统
筹。”魏巧与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
合作，摸索出数字农业管理系统。“我们采用
的天空地一体化数字系统，通过每块农田的

‘身份证’，精准安排农事活动。”魏巧说，依

托卫星遥感，可以判断什么时候收割；埋在
土壤中的一枚“小叉子”（土壤墒情传感
器），能精确测算出土壤墒情和所需肥料；凭
借物联网技术，让无人插秧机在恶劣天气下
插秧不误农时。

令人满意的是，实现数字农业后，建立
起耕、种、管、收、烘干、仓储、加工和销售
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劳动强度减少40%，肥
料利用率提高15%，农药使用量减少20%，亩
产提升9%，亩均效益增加28%，带动1万多农
户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增收。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巾帼奋进是
最美的风景线。”魏巧说，我们要推进实施

“乡村巾帼追梦人计划”，不断培育高素质巾
帼新农人。

“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争当农业现代
化排头兵，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优质石板大
米。”这是黑龙江省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
作社销售经理陈雨佳内心深处的信念。

34 岁的陈雨佳是一名返乡创业女青年，
她的微信名片显示的是大家对她的爱称：“种
米姑娘”。

陈雨佳的家乡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
上官地村，这里是石板大米的核心产区。
2016年初，陈雨佳在观看创业大赛时，一位
大米电商的推介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让她坚
信一粒米也能成就大事业。之后，陈雨佳辞
去了教师工作，回村和妈妈成为搭档，母女
俩带着村民一起经营大米专业合作社。

立足当地的石板田资源优势，她坚持传
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种植模式，在适度推广使
用现代机械的同时，坚持因地制宜采取传统
农耕方式，有效保护了这块稀缺的石板田。
她坚持科技兴农，安装气象监测仪和稻田监
控器，让水稻种植有了数据智慧支撑，实现
了质量安全可追溯。经过 6 年的不懈努力，
合作社吸引本村及周边村民 157 户入社，附
近村屯6000多亩石板田加入绿色水稻订单种
植，拉动本村及周边农民500余人就业。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了拓展石板大
米的销路，她背着电饭煲到全国各地参加展
会。功夫不负有心人，石板米的销路逐渐好了
起来。为了适应消费者购买习惯，她研究推出

“庄主认种”等销售模式。为了让城里人体验
乡村“慢生活”，她带动发展起村里的农家乐
和民宿，给村里增添了人气，积极探索农文旅
融合发展。

“作为返乡创业女大学生的一员，我将持
续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学习新技术、
新思路。”陈雨佳说，“未来，我希望能带领
更多姐妹筑梦乡村、筑梦田野。”

政策支持
打造全方位服务平台

“世界因科技而精彩，科技因女性而美
丽。今年 5月 28日，我们在中关村论坛科技
女性创新论坛上向全球科技女性发出倡议，
坚定科技创新自信，勇攀科技创新高峰，推
动科技创新合作。”北京市妇联相关负责人
说，“在这一论坛上，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领
域、不同行业、不同学科的中外女科学家，
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最新成
果，充分阐释女性在前沿科技探索中的贡献
和前景，深入探讨‘科技创造美好生活’。”

像中关村论坛科技女性创新论坛一样，
近年来，女性科技人才的交流平台层出不
穷，如浦江创新论坛女科学家峰会、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AI女性菁英论坛、粤港澳大湾区
女性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为女科技工作者
交流思想、激励创新提供舞台。此外，在中
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选表彰中增设团队奖
项，为广大女科技工作者的成才和发展打造
全方位服务平台，从而更好地凝聚“她力
量”，集纳“她智慧”，发扬“她精神”。

“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打出组合拳，组织
女科技工作者参与“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进
乡村等科技服务活动，1800 多万人次受益。

“创业创新巾帼行动”聚焦妇女所需，创建双
创服务平台3000多个，开展女大学生就业专
场活动1.6万多场，协调争取各类贷款1710余
亿元，带动近千万城乡妇女就业创业。

在北京，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市
妇联联合多单位共同研究制定《科技创新巾帼
行动—北京行动》，提出引领、助推、助力、
关爱四大行动16条措施，率先将女科技工作者
引领服务联系纳入常态化制度化。

北京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说：“我们优化女
性人才发展生态，多角度加强服务保障，建
立包括两院院士、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骨
干人才、新星人才在内的女性科技人才库，
成立北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加强对女科技
工作者的联系服务。同时，搭建载体平台，
实施巾帼科技领航行动，充分发挥首都女教
授协会作用，‘一对一’精准培养高校博士研
究生拔尖人才。搭建多维度科技女性交流展
示平台，连续两年在HICOOL全球创业者峰
会上专设科技赋能女性创新创业活动；在京
台科技论坛上举办女性发展论坛；举办巾帼
青年科技协同创新前沿交叉论坛、‘智向未
来’人工智能领域巾帼科技论坛等活动。开
展‘科技创新增活力，巾帼建功京津冀’交
流展示等活动，促进区域女性科技创新协同
发展。建立巾帼科普示范基地，引导女科技
工作者参与首都科普工作、社会科普行动和
国际科普交流。”

“近年来，我国女科技工作者所处的环境
显著改善，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女性科技领军
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谱写了绚丽的‘半边
天’华章。作为一名女性教育和科研工作
者，我将坚持深耕北斗时空领域研究，争做
重大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的奉
献者。”孙希延说。

图①：10月26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万山
镇“徽姑娘·共富工坊”挂牌单位合肥佳多利电子
有限公司车间里，多名女工正在忙着生产订单电
子产品。 巢志斌摄（人民视觉）

图②：孙希延 （左二） 在为研究生现场授课。
孙希延供图

图③：付巧妹在实验室中工作。
付巧妹供图

图④：3月8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西坞
街道庙后周村，“王妈汤圆”负责人毛美儿 （右一）
与村民一同制作青团。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⑤：陈雨佳在田野上。 陈雨佳供图

图⑥：魏巧（中）在田里工作。 魏 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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