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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當男性外出務工早已成為當代鄉村的常態，留守村內
的婦女便不得不擔當起家庭的頂樑柱，而她們的喜怒哀樂、困
惑和難處，卻時常被忽視……如何提升她們的性別意識，推動
兩性平等，已成為鄉村社區發展的重要工作。社區工作者正在
探索不同的方式激發女性力量，而廣場舞就是他們找到的其中
一種嘗試。

馬岔村里的婦女兒童面對鏡頭展開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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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廣場舞，這個西北農村的姐姐們也開始「乘風破浪」

2016年，由陳張敏聰夫人慈善基金和無

止橋慈善基金共同援建的馬岔村民活動中

心落成，來自香港的兩位年輕志願者為婦

女們帶來了廣場舞。

和內地大多數貧困鄉村一樣，地處甘肅省會寧縣南部山區的馬岔村常年干旱，農

業產業發展條件受限，且缺少足夠的就業機會。隨著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

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不得不外出務工，老人、兒童成為村里的主體，而婦女則撐起了大

半邊天。

平日留守在家的馬岔村婦女，除了操持家務，照顧老人孩子，還要承擔大部分農活。繁

重的勞動讓她們無暇為自己考慮，身體狀況也普遍欠佳。由於當地紫外線和風沙強勁，

婦女們喜歡用一塊頭巾將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加上極少出門，不會說普通話，她們總用

害羞的眼神膽怯地看著外來生人，連一句招呼都不敢打。但是，從她們的眼神中，卻能

看出對改變生活的渴望。

1. 馬岔村婦女正在村民活動中心摘菜葉，準備回家醃
鹹菜。

2. 香港志願者教授婦女們學習廣場舞。

3. 婦女們自行採購統一服裝，組建了一隻廣場舞隊。

改變的契機：廣場舞走進婦女的生活

小小廣場舞，悄然改變了村里的關係

廣場舞讓婦女們自發組成了小組，也讓她

們慢慢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和價值。在家

裡，她們積極爭取家人支持，獲得了更多

家庭地位。在村里，廣場舞的作用被她們

發揮到了極致：健身、才藝展示、集體節

日、村晚、為老人祝壽、婚禮、喬遷新居

等，甚至是在只能由男性承擔的「遷墳1」 

場合，也漸漸出現了婦女小組的身影。

「在這裡我們相互學習跳舞，家裡有事情

也可以相互幫助，這裡才是我們真正的

家！」婦女小組的另外一位核心骨幹劉大

姐說。

註釋
1. 遷墳：為會寧當地民間習俗，一般因人丁不吉、寄葬、水毀或國家建設等需要而搬遷的墓葬，都叫遷墳。

在社區工作者的動員下，婦女們走出家

門來到活動中心。剛開始，婦女們都非

常害羞，放不開手腳，在社區工作者的

鼓勵下，終於有幾位年輕的婦女跟著跳

了起來。

大家起初學得比較慢，看的人比跳的人

多。但跳了幾次後，她們越來越喜歡來中

心跳舞，不僅將跳舞場地管理得井井有

條，甚至還湧現了幾位「帶頭人」。「我

們婦女都很高興能在村民活動中心跳舞，

只要有人召集，天上下雨下雪，我們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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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董大姐便是其中的一位。她的丈

夫是一位村醫，之前在家帶孫子和照顧老

人，孩子在外工作，是典型的家庭留守婦

女。在舞蹈隊中，她慢慢成為了姐妹們最

信賴的人。

跳舞也似乎能讓她們暫時忘卻家中的煩

惱，而每每跳完舞，大家還會聚在一起拉

家常，互訴衷腸。回到家裡，因情緒得到

舒緩，家庭矛盾也逐漸變少了。



因為廣場舞，這個西北農村的姐姐們也開始「乘風破浪」

村內女性逐漸登上社區公共生活的舞台

1. 慶祝完第一屆婦女節之後的合影。

2. 婦女小組為村中老人舉辦集體生日會。

3. 婦女小組成員學習秦腔並登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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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不僅為婦女們帶來了新的快樂，還啟

發她們自發主動想在三八婦女節舉辦一次

慶祝活動。2017年3月8日，完全由她們

自行策劃、組織的馬岔村首屆三八婦女節

活動成功舉行。為了這次活動，婦女們將

兒時拿手的遊戲活動都展示了出來，大家

在一起玩得不亦樂乎。

姐妹們說，一年中無論多麼辛苦，受多大

的委屈，總是要想方設法在今天開心一

下，解放自己！她們也第一次意識到，婦

女同樣能成為村里的焦點。至此之後，大

家便一發不可收拾，連續舉辦了三屆婦女

節活動。

三八婦女節也開始讓村里的男性對姐妹們

刮目相看。在近四年來的端午節、重陽

節、元旦和春節中，婦女們都變成了活動

的主角：除了承擔幕後備餐、佈置場地等

工作，她們還登台表演舞蹈、小曲，甚至

幫村里老人理髮、在集體祝壽活動中為大

家包餃子。而現在，村里一些重要事務也

會徵求婦女小組代表的意見。

婦女們的學習慾望也得到了釋放，除了自

學廣場舞和參加急救培訓，更有十幾位婦

女從前年開始跟著老人學習秦腔，並在

2019年元旦戲劇晚會中登台亮相。

提升性別意識，推動性別平等，是鄉村社

區發展工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工作。據統

計，中國農村留守婦女有4,700萬。婦女

與發展是也是很多發展機構的主要目標，

而其中能力建設是鄉村婦女主要的社會工

作手法。

鄉村工作需要性別視角 在政策層面，激發鄉村留守婦女的內生動

力、引導農村留守婦女在基層社會治理中

的積極作為，充分發揮農村留守婦女在家

庭文明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已成為國家及

地方政府部門的政策重點。

婦女是促進鄉村可持續發展、激發鄉村內

生動力的一股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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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貼近女性需求的手法，動員鄉村婦女

形成婦女小組，讓她們在活動中展示才

能，喚起女性意識和對自身健康權益的關

注，進而關心整個村莊的公共事務，是未

來社區發展工作中值得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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