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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的角色转变困境
——以重庆市武隆区H乡为例

方子怡，张 东*

（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重庆 400000）
摘 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农村经济的转型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女性赋权增能机制的落实，农村女性在家

庭、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经历了从传统的依附于家庭的附属者开始向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角色转变。在此过程中，农村

女性面临着多重期望角色、角色能力和角色需要、主体角色愿望和传统社会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与困境。政府和社会应在文

化宣传、教育培训、公益托育等方面加强政策支持，激发农村女性向新角色转变的内生动力，塑造新时代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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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Women and Their Dilemmas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aking Township H in District Wulong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FANG Ziyi，ZHANG Dong

（School of Law and Sociology，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00，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chanisms for female empowerment
and empowerment，rural women have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dependents of the family to the role of
the main for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many levels，including family，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 the process of
this transformation，rural women are faced with conflicts and dilemmas between multiple expected roles，role abilities and
role needs，subject role aspirations and traditional social role expectations.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in the areas of cultural propaganda，education and training，and public welfare care to stimulate rural
women's endogenous motivation to transform into their new roles and shape new wome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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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伟

大战略，并将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七大国家战略之一［1］。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乡村建设需要培养造

就新型农民队伍，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2］。在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农村男性劳动

力大量外流，女性成为农村的主体，我国目前在乡

镇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 16-70岁女性约有 2.5亿
人［3］。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

量。”［4］作为农村主体的女性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任

务，她们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建设者，成为乡村

振兴人才建设队伍的中坚力量，也是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

更是推动者、建设者［5］。农村妇女作为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主要参与者与承担者，她们的参与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女性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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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的时代使命，被赋予了新的角色期待。广大农

村女性被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定位在家庭劳动和

传统种植农业中，这种角色制约了女性的全面发

展，忽视了其在社会公共事务、基层活动中不可替

代的作用，不利于激发女性作为乡村振兴主力军的

活力。因此，深入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女性的

角色转变及其困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

重庆市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为一体。重庆市武隆区

位于重庆东南部，H乡为西南地区典型的多民族聚

居农村代表。H乡位于桐梓山东麓群山之中，山势

高峻、岭大沟深、地理位置偏远，辖区内现居 9个少

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约 30%，具有多

民族及其文化多元特征。H乡外出打工人口约占当

地劳动力的 30%，其中绝大部分为男性。大量劳动

力的流出，造成传统乡村中的社会治理主体缺位、

经济发展内生力减弱。在全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

村女性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建设者，在乡村各领

域扮演着关键角色。重庆市武隆区H乡可以作为

研究西部多民族乡村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实践的个

案。通过实地走访，在 2021年 12月全面了解H乡

妇女生活现状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四位当

地村民和妇联领导（年龄从 31岁到 61岁，身份有农

民、竹笋厂老板、养殖场老板、妇联主席、肥料店老

板、美发店老板、超市老板、饭馆老板、乡政府文旅、

妇联负责人、原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

考察当地妇女在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活

环境和自身角色的变化，探究农村女性角色在乡村

振兴背景下角色定位、角色转变的动力机制、困境

及其对策，以便更好的关注到农村女性的需求，为

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女性新角色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

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

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

群体或组织的基础［6］。社会将按照规范来要求和形

塑个体，个体必须符合社会认可的性别身份和地

位。在这一交互过程中，社会性别实现并固定了性

别模式，并且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

的分层系统及个体的生活选择［7］。因此，女性角色

可以理解为女性被社会所赋予的一整套规范和行

为，是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女性角色的变化跟

女性身份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是社会中女性个体

存在形式的动态表现［8］。
传统儒家学说对男女地位和分工提出一整套

理论体系，对女性提出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要求。

传统的性别文化强调“男尊女卑”，女子要“三从四

德”，倡导“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负

责家庭中的经济、应酬事务，女性则安排家中事务，

双方互不干涉。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女性被圈定在

个人的生活领域、社区环境中。社会和家庭并不期

待她们参与社会活动，只需要将角色定位在家庭中

相夫教子就好。家庭层面，农村女性是家庭照料和

家务劳动者，女性的职责不仅仅是生命的孕育、生

产以及喂养，还包括照料老人、为一家人准备食物、

打扫卫生等，及各种支持人口再生产的活动和人力

资本培育服务［9］。经济层面，农村女性是农业生产

劳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女性作为一

支重要力量被动员和整合到农业生产中来，使传统

“男耕女织”分工瓦解，催生了农业生产女性化的新

现象，但是农村女性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缺

乏职业角色选择和变更的自由［10］8。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为农村

人口向流入地流动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和转移的途

径，市场经济的理性为劳动力转移中性别先后次序

的确立提供了依据［10］9。男性劳动力先行向外流动，

女性留守家中，使传统乡村中的社会治理主体缺

位、经济发展内生力减弱。而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

景下，面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农村女

性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建设者，社会对她们提出

了新的角色期待。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给

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影响，这些既有力推

动农村妇女生活方式和乡村性别秩序的转型与发

展，同时又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农村妇女的

生活方式和乡村的性别秩序［11］。农村长久以来的

传统女性角色也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发生着变

化，农村女性角色正处于传统和新时代过渡时期。

（一）家庭层面

1. 农村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农村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随着

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逐渐解体，留守

在家的农村女性在“主内”的同时也开始“主外”，承

担起过去由男性负责的家庭对外事务，成为家庭事

务的主要管理者。

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些（人情消费交往等）主要

是我那个公公在看嘛，一般就是他们去，现在都是

我在整这些了。他（丈夫）平时在区上也回不来，哎

呀，其实他回来反而也整不好。（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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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权力结构逐渐从纵向

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夫妻关系，社会关系的建构责

任也逐渐从父辈转移到子代。城镇化进程加快了

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外流，使得传统乡村家庭中主体

男性缺位，女性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家庭事务，她们

不只关注家庭内部的琐碎事务，而是以家庭为单位

的对外人情交往和人缘关系维护等活动都由留守

的女性管理负责。农村社区发展加快，女性成为乡

村家庭结构中的主体，她们延续了传统家庭照料者

和家务劳动者的角色，但已经由过去服从上一辈或

男性户主的执行者转变为管理者。这种家庭事务

的管理和对外交往能使农村女性编织和建构属于

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中获得社会支持，是农村

女性从家庭角色进入社会角色的一个重要途径。

2.农村女性也是家庭决策者农村女性也是家庭决策者。。近年来，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让农村女性进入劳动市

场的程度加深和受教育的水平提高，性别平等状况

在逐渐改善，农村女性的家庭决策权逐渐提高。

一般就两个商量到来嘛，有些事他也不咋清楚

噢，现在做这个有收入有些小事我直接也就决定

了，不是说还要找哪个拿钱。（案例 1）
我考虑事情要比他考虑得全面一点，因为他长

期在外面打工这些，对家里这些发展哎他都不了

解，所以都征求我的意见。（案例 4）
农村女性的性别意识增强，经济参与方式增

多，经济收入提高。因为负责家庭事务管理，农村

女性对家庭的事务的熟悉程度是最高的，在有了足

够的能力素质参与家庭决策时，她们的决策权上

升。农村家庭内部的女性赋权改变了中国传统“男

性主导”的家庭决策模式，家庭的决策主体及其偏

好、特征日益多元化，家庭决策模式由“男性主导”

向“男女共商”“女性主导”发展［12］。但在中国传统

父权制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现

代化以及其经济资源占有比例的增加，并没有使她

们在家庭决策权的分配上走向女性单独占有的极

端，而是朝着夫妻分享决策权和夫妻平权发展。

因为传统文化和性别角色分工的长期影响，还

有家庭事务的必要性，农村女性在家庭层面的角色

主要是偏向传统女性角色。但是，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下，农村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在提

升，其新时代下角色在慢慢显现成熟。

（二）经济层面

1.农村女性是创业者农村女性是创业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转

型改革和城市化的发展造就一批农村乡镇企业，给

农民提供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尤其近年来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国家投入大量精

力与财政保障农业生产，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发展

农村经济，农村的创业产业蓬勃发展。在全面乡村

振兴中，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离不开乡村实体经济

的支撑，而乡村实体经济的核心根基是产业［13］。作

为农村主体的农村女性在乡村实体经济产业发展

中起到了支撑性作用，新农村建设政策注重立足现

有资源，发展当地优势产业，保障了女性参与经济

活动的权利，女性积极参与进当地产业创业之中。

政府的扶持也有，市公安局驻我们中岭村，我

是得到基础建设帮助的。最开始的牛棚都很简陋，

后来是市公安局出钱给我们修的。（案例 3）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满足，就想回来发展，毕

竟我的梦想就是自己当老板。（案例 9）
当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引进和培育企业 13

家，草食牲畜养殖大户 5户，乡村振兴带来了扶持政

策，创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不仅激励当地的女性

参与进产业发展，更吸引了离家多年的外出打工女

性选择回到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当地产业振兴

生力军的重要力量，体现出女性在经济建设中同样

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事种植养殖产业的传统

农村女性也转变了观念，积极参与进农业合作经

营，种植模式从传统经验种植转向科学、规模种植，

由原本的家庭经营转向成立专业合作社模式。企

业政府提供物资和技术指导培训、销售服务，盘活

了土地资源，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商品的市场竞

争力。H乡的“九个山嫂”即是运用此种农业合作模

式的品牌合作社，成员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村妇

女，年事最高的已满 73岁。“九个山嫂”不仅让曾经

被市场淘汰的劳动力重新变成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推动者，更作为一个优质品牌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

用。这种新兴农业发展模式不仅作为一个新产业

对当地的农业起着重要的创新和促进作用，还给当

地的女性树立了新的模范，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

进来。

2.农村女性是受雇劳动者农村女性是受雇劳动者。。乡村振兴的发展给

当地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会，提供了大量的新工

作岗位，使留在农村的女性不用局限于农业经营活

动中，而成为受雇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在当地寻

找报酬更好效率更高的工作，成为重要的家庭经济

来源之一。

只找当地人工作，长期工，女工比较适合这份

工作，比如装袋、打包这种手工活，需要细心一些。

女人发挥好自己的才能，并不比男人差。工资发放

是计件，多劳多得。（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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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像我们，找点事情做在家这边，钱也赚了，事

也做了，也很开心，多好呀。（案例 10）
政府方面开展多种技术培训课程，培养并提高

当地女性专业技术能力。技能的提高，使她们能够

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这些工作让农村留守的女性

和在外打工的男性一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以及按

劳给付的报酬。与传统农村女性全职家中从事无

法衡量而付出极大代价的家务照料不同，受雇女性

在与家庭松绑的同时，可计量的工作还能够让她们

有更多的自我效能感。地域、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

不再是限制，且随着市场多元化，农村女性受雇的

产业不再限于加工类、种植养殖类产业，还有加入

商业、餐饮业、美容服务等第三产业的选择。

H乡针对其民族特色开发了特色苗寨，旅游业

发展势态良好，成为当地脱贫主要产业。当地女性

积极参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出租房屋的同时开展家

庭农家乐等服务。由从事单一而被动的工作到主

动而多元化的工作，劳动从单纯为家庭服务到为当

地新经济产业发展助力，这些职业新机会促进了当

地女性的角色变化，增加了社会角色的比重，减少

了与社会脱节的孤立状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经

济结构的变化给农村女性带来了良好的创业资源

以及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给农村女性的

角色转变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与动力。

（二）政治层面

1.农村女性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参与者农村女性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参与者。。多年来

我国大力支持女性参与社会决策管理，提倡妇女参

政议政，国家层面颁布多项法律法规，规定了进入

管理组织的女性人数。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以来，女

性加入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观意愿不断增强，参与决

策管理的比重逐渐提高。

我历来的宗旨就是：老百姓选你起来，你就必

须为老百姓服务。要做就要做好。要么就不做，要

做就做好。但是你只要认可了，那就要把它实实在

在做好。（案例 4）
虽然当地部分女性干部最初并非主动加入村

委工作，但是在长期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参

政能力，工作成绩突出受到当地百姓的赞扬和支

持，不断提升的自我效能感使她们有了不断提升自

我从而更好地工作的动力与想法。现在的村两委

换届工作中，村委会主任、书记等职务受到越来越

多女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通过选举进入

乡村政治组织，带领村民共同建设新农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在男女平等的问题

上，尤其是对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和相关的权益保

障方面，党中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农村女性民

主参与提供政策支持，保证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战

略中自我价值的充分发挥。近年政府和妇联组织

联合大力开展的“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等一系列相

关活动，则在思想观念上将农村女性从传统观念的

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经济的发展解决了生存难

题，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政治事务，这些因素都

提升了她们参与政治管理的热情。在乡村各项经

济事务和政治事务中农村女性的参与程度逐渐加

深的过程中，她们的能力和素质得到肯定，参与政

治事务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

农村女性开始积极为村庄事务的管理和建设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并积极参与选举进入组织工作。在

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借助网络平台，各种基层培训活

动，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跟进最新政策，通过不断

地学习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升政治治理水平，

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成为更多女性的新兴政

治模范榜样，不断引领并推进农村女性在政治治理

中的实践。

2.农村女性是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农村女性是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

者者。。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逐渐建

立，乡村振兴背景下，更加强调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农村基层组织在处理村社生产生活等公共事务时，

都要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如村民大会等进行商讨

和决策。面对新时代农村社区的发展需要，农村女

性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建设者，农村女性对公共

事务的关注度上升，对自身诉求的表达需求也在增

加，在各项村组公共事务参与中，农村女性的占比

在不断提高。

（村民代表大会）这是有要求的，光是男的不得

行，也要有女的。而且现在要求越来越高，比如说

五个代表当中，就必须要有两个女的………参加的

积极性还是高，不管是女性代表，还是我们妇联。

（案例4）

我去投的票，我觉得这个还是个大事，你看这

个决定下来了是我们整个H乡的事情，我肯定还是

要去参加噻。”（案例8）

这个是我们自己决定，开个会大家提意见嘛，

看今年主要种啥子。”（案例12）

H乡女性参与的比例不断增加，保障了农村女

性在村庄事务中的基本话语权。虽然目前农村社

区事务中男女话语权尚不平衡，但当地女性已逐渐

从被动走向主动，参与积极性的提高让她们在公共

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逐步提升，这有利于在村庄事务

决策中吸纳作为目前农村主体的农村女性的视角

··7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4卷

和利益诉求，减少冲突和矛盾。随着经济发展与思

想解放，部分逐渐从家庭生活中松绑的农村女性，

还会参与进公共事务的管理中。H乡W村的环境

志愿会负责当地的卫生检查评比，W村获得武隆区

环境卫生示范村我荣誉，该组织功不可没，其成员

构成从最初全部为男性到现在女性数量的逐渐增

加，体现了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和对当地村组

整体利益的重视。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政策和活动的推动下，

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

和能力也逐渐提高。她们不仅只关心家庭事务，还

会以个体身份主动参与进公共事务中，关注当地的

发展，并希望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诉求并

争取其合法权益，发挥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内

生力。

（四）文化层面

1.农村女性是文化的宣传者和营造者农村女性是文化的宣传者和营造者。。生态宜

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女性在乡村生态治理方面独

具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女性主导着乡村文

明文化的建设。

每月都要进行卫生评比，卫生条件做得好的，

我们就简单地发点礼品，让她们更积极地做好卫

生。（案例 4）
评了（“最美媳妇”一类评选）还是能更好地激

励她做得更好，也会激励周围的人做得更好，对挨

着的邻居有促进作用。一年只评一个两个，为了能

鼓励到的人更多，一般不连任，这种属于公序良俗，

会一直发扬。（案例 4）
一方面，农村女性原本就承担着家庭清洁、美

化的职责，这使她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天然地成为

生态文明的营造者和守护者。另一方，女性对美比

男性有更大的偏好和感知，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洁美

化中的作用不容小觑［14］。基于此，H乡积极推出“最

美庭院”等活动，通过组建妇女环保志愿会的形式，

不定期对各家各户进行卫生检查和定期评比等方

式培育倡导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乡村环

境治理，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乡风文明重在对农

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女性拥有的感性特征中极强的

情感协调能力是其独特的优势，高度契合乡村柔性

治理的理念，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在思想道德建设中

也有着隐形的教育功能，在农村精神文化素质培育

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H乡各村开展“最美家庭”等

建设和谐文明家庭的活动，树立先进家庭模范，对

周围的群众起到激励示范作用，以家风建设推进乡

风建设，以家庭文明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农

村女性成为文明风尚的宣传者、实践者。

2.农村女性是文化活动的发起者农村女性是文化活动的发起者。。随着脱贫攻

坚行动的成功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女性耳闻目

睹了城市文明及先进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渐渐增加

了对精神文明生活的期望值，当地女性积极发起各

项文化活动，参与度也大大提升。

来参加跳舞活动的人也多，比原来多了，这几

年。有了这些活动了，那些会跳和不会跳的都会去

了哦，那就积极哦………也为了对自己身体好，心

情好点自己愉快点就老得慢些噻。（案例5）

H乡积极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包括广场舞团队

建设，节日组织各项文娱比赛活动，当地的文娱活

动从无到有，农村女性积极牵头开展并参与当地文

化活动中，是女性从单纯的家庭角色被拉入社会角

色的重要途径。文娱活动带来更多的还是精神上

的丰富与享受，有助于女性心理的调节与疏导。各

种文化下乡活动则通过人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

弘扬了优秀的女性群体，把先进的文化带进农村女

性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农村女性进行思想教育

和思想建设。在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各个活动团

体还承担着类似生活互助小组的功能，拓宽农村女

性交往范围，不仅有助于农村女性情感表达宣泄，

更在这种人际交往中提升了身份认同。在文化活

动中产生的互动和认同，有利于鼓励她们实现自我

价值，极大激发了她们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内在动

力，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了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的

女性主体性。

农村女性在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的提高，

拓宽了农村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有利于农村

女性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更有利于构建起农村女

性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女性之间的互助和扶持，

为农村女性提供精神和物质的支持，对农村女性心

理健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女性逐渐丰富的

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扩展，不断促进农村女性

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性的参与式发展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趋

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对农村女性提出了新的

角色期待，她们在家庭、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承

担起了家庭事务管理者、家庭决策者、创业者、受雇

劳动者、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管理组织参

与者、文化的宣传者和营造者以及文化活动的发起

者等新的角色需要。在这过程中农村女性的角色

经历着从传统角色转向现代角色，从单一性角色转

向多元性角色，从家庭型角色转向市场型角色，从

依赖性角色转向独立性角色的转型，从家庭照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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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务劳动者转向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家庭决策者，

由农业生产劳动者转为创业者和受雇劳动者，公共

事务浅度而被动的参与者向政治组织的参与者公

共事务的主动参与者转变，由文化的学习者转为文

化活动的发起者和决策者。但是传统角色和新时

代角色并非有着清晰的划分，我们在这些女性身上

看到角色转变的同时也能看到传统角色和性别规

范在她们身上的延续，新时代的角色也并非只会在

新时代出现，但是更多的还是当前时代对农村女性

追加的角色期望。

二、角色转变的困境与冲突

农村传统女性角色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女性

角色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在多种角色掺杂的。女

性活动的范围从家庭内部扩大到社会，期间女性扮

演了多种不同的角色。由于角色间角色规范的非

完全同一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冲突，在深受

传统与现代“拉扯”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15］。
1.多重期望角色间的冲突多重期望角色间的冲突。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下，农村女性除了打理家务和从事农业劳动，还会

参与进新的经济产业和社会公共事务，承担起了新

的社会角色，这意味着她们除了承担家庭责任还要

承担工作和社会责任，而她们的传统角色和新的角

色存在着极高的异质性，这些高异质性的角色集于

一身则很容易造成角色冲突。

那段时间真的忙得很，家里面有些事也管不过

来，真的没办法。（案 4）
传统角色中农村女性是教育子女和照顾老人

的主体，如今部分农村女性则突破了原来囿于家庭

的传统角色，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务工中，尤其是

进入了政治管理部门的农村女性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战略中承担着重要和大量的工作，高强度的

工作让她们承担着很大的职业压力。这些高异质

性的角色使其不得不减少花费在家庭中的时间和

精力，还可能将职业压力带回家庭，使之无法完成

家庭角色所期望的事务，严重时甚至引起家庭矛

盾，而这些矛盾同样也会影响到其他社会角色的扮

演。所以在无法平衡家庭角色和各种社会角色的

角色期望时，则会造成角色冲突。

2.角色能力和角色需要间的冲突角色能力和角色需要间的冲突。。农村女性角

色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农村女

性会通过学习和实践适应新时代下的角色期望，但

是部分农村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足够的能

力以适应角色的需要，使她们在承担新角色时造成

困难，这一冲突大部分体现在中老年农村女性

身上。

因为岁数都大了，50多岁了，出去打工，没得文

化，他们也都不要了。（案例 6）
农村女性承担起社会角色时要求有一定的技

术和学历，教育的局限使她们无法逾越部分工作设

置的学历门槛，或是面对工作机会却无法具备适应

工作的能力。虽然如今政府在进行补偿式教育，但

是部分女性因为年事已高，思考能力减退等原因不

能很好地接受教育，部分老人因为数字鸿沟而无法

通过时下最广泛而多元的新媒体接受信息，也无法

享受乡村振兴数字化服务。另外一部分女性尚未

做好改变的心理准备，通过社会教育改变她们的思

想还存在困难，同样也不具有适应新角色的能力。

所以这部分的农村女性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会因

为能力不足而造成和角色需要之间的冲突。

3.流动女性的传统乡土角色再嵌入困境流动女性的传统乡土角色再嵌入困境。。随时

代的发展，部分年轻的农村女性进入城市中学习工

作和生活，接受了新的思想。她们没有传统角色的

禁锢，也有足够的能力承担新角色。

回来以后还是觉得有些老一辈的思想你有点

接受不了嘛，但是还是要跟他们说这些。（案例 7）
她们在政策的鼓励和乡愁的驱动下回到农村，

希望能给家乡的发展尽一份力。她们带着新兴角

色回到农村后对于新农村的建设产生极大的推动

作用，但是却和传统乡土社会女性角色期待发生了

冲突，她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建构的社会互动关系

网，在融入农村集体和老一辈的关系网络中有不小

的困难，而又不得不依靠这些社会关系资源解决问

题和更好地进行政治经济工作，在生活工作中难免

会和传统思想的代表群体造成隐形的矛盾和困境。

主体角色愿望和传统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使这

部分女性的乡土角色再嵌入形成困境。

三、政策建议

重庆市武隆区H乡农村女性角色转变的现状

研究表明，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村

女性在延续传统角色的同时，新时代女性角色正在

形成，在这个新旧掺杂的角色转变重构过程中，异

质性的多重角色之间必然会产生某些冲突和困境。

为了更好地激发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优

势，突破困境，根据实际情况，建议政府、社会、妇

联、村社组织加强政策支持，为农村女性发展建立

积极正向的价值导向，搭建更多发展平台，提供互

助帮扶等措施。

（一）构建男女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为女性拓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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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和社会应

该再接再厉，综合运用各种方式积极构建男女平等

的社会大环境，为农村女性开拓更广阔更宽松的自

主发展空间。首先，加强宣传性别平等。在农村强

化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渠道的宣传意识，大力宣

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及其宪法原则，宣传女性在乡村

经济、文化、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以及在

各项政治事务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提高农村地区群

众关于农村女性参与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决策管

理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性别平等观念对促进夫妻

共同参与家务劳动具有积极作用，提高农村男性性

别平等意识，强化男性家庭意识，推动传统农村性

别分工制度的变革，推动男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

和义务，为农村女性减轻家庭的负担，平衡农村女

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期望，缓解多种角色期望

间的冲突。最后，重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个人角

色，增强农村女性的角色转变意识、提高农村社区

文化环境对新时代下女性角色转变和女性自我发

展需求增强的认可度，帮助流动女性进行乡土角色

再嵌入和转变传统文化环境，为农村女性发挥自我

价值创建平等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建立社会培训与教育机制，为女性增能

大力开展成人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农村

女性继续教育培训力度，立足于当地农业和经济的

生产现状和文化教育程度，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和

文化水平，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让农村

女性能够通过各项培训，弥补文化知识、学习产业

科技知识、激发自身的才能，帮助她们能运用新知

识、新思想、新技能参与进乡村经济产业的发展，持

续增收从而获得全面发展，在面对新角色期望时能

够匹配新角色需要，更好地完成角色转变这一社会

化过程，走上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

基层组织开展妇女思想课堂，为妇女提供知识技能

和思想方面的培训，矫正她们在各个环境中“自我

边缘化”的观念，树立独立决策和主人翁的意识，促

进她们有意识地积极争取社会资源，这是促进农村

妇女积极参与进农村产业经济建设发展和政治事

务的思想基础，并强调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思想上为面

对新时代尚未做好心理准备的农村女性提供足够

的动力逐步改变其顽固的传统思想。

(三)完善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相关制度，为女性

赋权

保障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完善农村女性的社

会保障制度。对优秀妇女人才开展干部培训计划，

推动农村女性政治人才在工作和实践中不断提升

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更多的女性政治精英进入权力

中心提供机会。让农村女性能够通过政治参与表

达群体的诉求，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想法策划，

实现新时代社会对农村女性赋予的新角色期望。

关注农村女性的权益问题，充分保障女性享有平等

的权利。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涉及女性权益的政

策法规，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村规民约等制度应从性

别平等视角开展修订完善工作，保障农村女性在集

体经济和政治组织中的政治经济权利。妇联等组

织应和司法部门等组织联合开展涉及农村女性权

益的司法宣传和相关项目保障，建立发展维权组织

和针对妇女儿童的救助机构，为农村女性提供相关

的保障服务和各种形式的援助，确保政策资源下发

时，农村女性拥有和男性同等机会和能力去争取和

享受资源。

（四）建立农村社区公益托育服务设施，为女性减负

在教育“双减政策”背景下，农村社会环境和工

作时长不定的原因，农村家庭子女照料压力增大，

为减轻其压力，可以依托村委会、幼儿园等公共设

施或利用合适的闲置用房，建立儿童活动发展中

心，提供普惠性托育点和亲子活动设施，政府购买

服务与社会工作等组织合作，同时聘用当地经过相

关培训的农村女性，采取农村社区中心模式或是联

合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完善当地儿童托管和课后辅

导机制，为农村家庭照料难题提供社会支持，促进

农村女性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平衡。

四、结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农村经济的

转型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女性赋权增能机制的

落实，农村女性在家庭、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

面经历了从传统的依附于家庭的附属者开始向乡

村振兴的主力军角色转变。在此过程中，农村女性

面临着多重期望角色、角色能力和角色需要、主体

角色愿望和传统社会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与困境。

政府和社会应在文化宣传、教育培训、公益托育等

方面加强政策支持，激发农村女性向新角色转变的

内生动力，塑造新时代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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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观光、会展经济等新行业，推进马铃薯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带动马铃薯主食化产品的消费。二

是深化加工企业改革。扶持现有马铃薯加工企业

完善配套先进的高效、节水、节能、环保加工技术和

设备，逐步实现加工产品向变性淀粉、全粉、薯条薯

片等高端产品延伸。引进具备资金和技术实力的

马铃薯精深加工企业，主要培育加工生产变性淀

粉、全粉、薯条薯片、休闲食品等产品的龙头企业。

扶持主食产品开发加工企业，尊重地方饮食传统，

对马铃薯主食进行本土化改造，开发研制出马铃薯

面条、馒头等传统大众型主食〔6〕；支持主食产品加工

龙头企业开发生产适宜不同区域、不同消费群体、

不同营养功能的马铃薯主食产品［7］。
6.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一是加强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充分利用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企业科技创新平台，支持新品种选育

引进示范、新技术探索示范推广、加工技术研发、营

销策略研究与成果转化。依托大专院校培养专业

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健全马铃薯技术推广体系。加

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二是加强农

机农艺融合。深入实施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项目，鼓

励和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率先实施马铃薯耕种收全

程机械化，加快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具。三是加强贮

藏设施建设。积极研发适宜我州一家一户分散贮

藏马铃薯贮藏设施的修建方式与贮藏模式，建设马

铃薯贮藏库（室）。四是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

设。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推广绿色生产综合技

术。健全从基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管理制度，加强

生产、加工、流通三大关键环节监管，提升凉山马铃

薯质量安全水平。五是创品牌增强竞争力。突出

地域品牌和企业商品品牌建设，推进加工产品申报

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和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打造特

色马铃薯品牌。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介，

多形式、多途径开展品牌宣传推介，组织企业参加

西博会、农博会、农交会等国内外重要展示展销活

动，扩大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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