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娄底：

兴农人兴农人巾帼

发展特色产业，带领姐妹发家致富，种粮先锋、

手工达人、生态农场主等行业女能人在创新创业中

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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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调查调查

扎根基层11年，带领农牧民走上打造生态农牧业幸福链的希望之路——

袁圆：用科技养殖助农牧民增收

■ 邵伟 曹俊

近日，湖南省娄底市新增市级“巾帼创新
创业基地”14家。这些基地的负责人中有种
粮先锋、手工达人等行业女能人，她们致力发
展特色产业，带领妇女姐妹特别是农村留守妇
女发家致富，在创新创业中大显身手，成为乡
村振兴路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巾帼力量。

绽放在田间地头的“铿锵玫瑰”

在双峰县青树坪镇双田村，连片的蔬菜大
棚里尽显生机。棚内挂满了长长的辣椒、青绿
的黄瓜等蔬菜，它们的主人是一位“80后”返
乡创业女农人。她叫欧阳巧，是娄底市人大代
表、双峰县启富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

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育苗、种植，农机服
务、粮食产后服务，共连片流转土地2700多
亩，拥有各类农机282套，带动820个农户种
粮，服务周边多个乡镇并辐射至其他县。

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欧阳巧带领公司建
立智慧育苗工厂，配备育苗钢架大棚近2万平
方米，智能循环运动式育苗设备6台，育秧硬
盘20万个。

作为一名巾帼创业者，欧阳巧始终怀揣着
生于农村、兴办农业、反哺家乡的想法。育秧、
插秧、收割，她一年四季忙碌在田间地头。欧
阳巧带领合作社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双赢，她自己也成为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
设的优秀典型，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乡亲致
富贡献力量。

冷水江市惠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红姣，同样是一名巾帼兴粮种粮典型。“我要
回农村，我要当农民！”6年前，在外经商的王
红姣决定返乡创业，开始耕耘自己的种粮梦。
她先后流转土地2000余亩，购买农机20余
台，采取“种植+养殖+体验”的现代农业模式，
在稻田综合养殖青蛙、泥鳅和田鱼，打造了惠
清红旺稻蛙米品牌，吸引周边城区学校、家庭
带孩子到基地研学体验。王红姣扎根农村、致
力农业，用辛勤的双手浇灌梦想，成为种粮大
军中的一朵耀眼“玫瑰”。

建在妇女群众身边的手工基地

在新化县城的“梅山姑娘”手工编织工作
室内，每天早上都有前来送成品结账的陪读妈
妈、兼职女工。“梅山姑娘”手工编织工作室创

始人伍娟，为帮助贫困妇女就业创业，采取“免
费培训、产品回收、统一销售”的方式，助力越
来越多妇女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现在，

“梅山姑娘”手工编织工作室共有兼职女工
1000余名，每月平均工资1000元以上，部分
熟练工月收入可达4000元以上。

除了“梅山姑娘”手工编织工作室，还有部
分“巾帼双创基地”建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为发展当地经济、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作
出了贡献。涟源市伏口镇湘丝梦被业窗帘城、

双峰县杏子铺镇凤英手袋厂
分别建在两个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内，都是手工类企业、
扶贫车间，吸纳安置点的妇女
群众就近就业。湘丝梦被业
窗帘城负责人阙菊湘创办了
自己的品牌“湘丝梦”，拥有
12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和产
品展厅，吸纳当地近70人在
扶贫车间上班。阙菊湘有一
个梦想：在大伯村里再办一个

“湘丝梦”扶贫车间，让大山里
的人不出村就能找到挣钱的
工作。

凤英手袋厂的法人向凤
英在当地办厂多年，为当地
200多名女性解决了就业难
题，每年发放工资 600多万
元。杏子村村民王桂兰在凤
英手袋厂工作4年，如今的她
技术越来越熟练，“我现在每

个月工资有5000多元。不用出远门，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还能照顾家人，兼管3个女儿
读书，真的是太幸福了！”

彰显新时尚的体验式农场

距新化县城不到20分钟车程的江溪庄园
和真味生态农庄是新化县域内游客的网红打
卡点。江溪庄园的果园里有一条醒目的标语：

“古有花木兰从军，今有乡村振兴娘子军。”整

个庄园布局雅致，赏花、采摘的果园，垂钓的水
塘，直播带货的走廊、品尝美食的餐厅、开展户
外活动的草坪，处处赏心悦目。

江溪庄园法人李丽英是一位返乡创业的
女能人，她曾经在外辛苦打拼20多年，拥有了
自己的传媒公司。2017年，她毅然决然地选
择回家创业，在她心里，“自己富了不算富，能
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才不枉拼搏一场。”

经过5年的艰辛付出，李丽英在山上打造
了一座美丽庄园，并解决了当地部分村民的就
业问题。

坐落在新化维山乡的真味生态农庄，是一
家集茶空间体验式消费、茶文化研学传播、茶
餐饮、茶民宿于一体的庄园综合型茶企。农庄
的法人肖瑶是一位有着新思想的“90后”姑
娘。她从小与茶结缘，爱茶、懂茶、惜茶，并立
志振兴家乡的茶产业。肖瑶通过聘请农户和
收购农户采摘的茶叶，与1016户农户建立了
长期利益联结机制，其中贫困户和老、弱、妇女
占大多数，为农户创收500多万元。

无独有偶，打造体验式农场的还有娄星区
秋湖村的敏悦生态农场。在秋湖村党支部书
记胡少敏的带领下，农场通过“农民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发展辣酱加
工产品，走出了一条从“煤炭黑”到“辣椒红”、
再到“生态绿”的转型之路，打造了集食品、旅
游、餐饮于一体的村级集体经济，助力全村27
户贫困户86人如期脱贫，安排就业人员达
200多人，贫困户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

娄底市妇联主席李力介绍，自2017年以
来，娄底市妇联坚持“选树一人、带动一批、发
展一方”的要求，联合市人社、市财政连续6年
开展“巾帼双创”典型创建评选活动，累计选树
种植业、农产品加工、综合农业、手工、材料机
械、科技等领域81位创业女性，发放奖励扶持
资金368万元，为辐射带动妇女和家庭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梅山姑娘”手工编织工作室创始人伍娟免费为
妇女姐妹培训毛线编织手艺。 （娄底市妇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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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巧在田间工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艾克热木·牙生

“加油啊，继续努力，争取下个月拿的
钱更多……”今年元旦，在新疆振兴园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图拉克·阿布都肉苏力再一
次获评月度优秀养殖户，领到公司发放的
1700元分红。去年，公司总经理袁圆提出
每月评选并奖励优秀养殖户的新举措，调
动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图拉克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什县阿
合雅镇吐曼村农民。过去，他以打零工为
生，为了治疗父亲的心脏病，花了家中不少
积蓄。袁圆多次动员他到公司养殖场上
班，6年前，图拉克成为公司一名员工。

新疆振兴实业集团旗下的新疆振兴
园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托什干河畔的
阿合雅镇吐曼村，致力于打造集种、养、
产、销于一体的农牧生态循环发展型龙头
企业，现有员工600余人，季节用工超2万
人次。

“我现在已经与公司签了合同，是正式
员工，有固定工资。这个月我羊养得好，羊
羔产的也多，拿了奖励，总收入达到6700
元。”图拉克高兴地说，“我想学习更多的技
术，将来自己创业。”

到基层做一名“羊倌”

2013年，新疆振兴园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刚成立时，大学毕业、已是新疆振兴实业
集团办公室主任的袁圆主动请缨，要求到
基层锻炼，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羊倌”。
刚开始，她也遇到不少困难。“当时这里是
一片戈壁滩，我们跟饲养员一起住在彩板
房里，冬天冷、夏天热，条件非常艰苦。”袁
圆说。

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没有使袁圆
退缩。看到附近不少贫困户缺乏养殖技
术，公司决定帮助贫困户提高养殖技能。
袁圆跑遍乌什县大部分乡镇、村，招收了一
批有养殖意愿的农户加入企业务工。她把
理论讲解和现场培训融为一体，给农牧民

传授湖羊养殖技术。
吐曼村农民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外

力说：“我刚上班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袁总
教了我很多。我学会了搞养殖、打疫苗、给
羊看病等，现在负责1000多只湖羊的养
殖，家庭收入越来越高……”

养殖技术成熟后，一些员工萌生了创
业的想法，袁圆积极协调金融部门为这些
勤奋好学的员工办理贷款，免费供应饲草
料，引导他们通过养殖湖羊自主创业。艾
斯卡尔·亚森是企业第一批招收的员工。
2018年，他在袁圆的协调下拿到贷款，建起
养殖场，购买了30只羊、15头牛。3年下
来，他家的牛达到45头，羊达到50只，人均
纯收入达3万元，还吸纳了4名村民就业。

“怎么养牛养羊，袁总给了我很多帮助，还
帮助我创业。”艾斯卡尔说。

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结合乌
什县畜牧养殖现状，探索出了“公司+合作
社+养殖户”经营模式。从农户分散养殖育
肥羊，到合作社回收农户的育成羊、养殖生
产繁育羊，再到成品羊隔离检验、屠宰加
工、产品销售，公司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
务。这些让利于民的扶贫举措带动了乌什
县3600多户农牧民养殖湖羊，2019年乌什

县整体脱贫摘帽，养殖户户均增收超过
3000元。

助力农牧民打造生态农牧业

“坚持‘发展牧业、振兴乌什’的理念，
我们始终有坚定的信心。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为这里的群众做一点贡献，带动他们致
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袁圆说。

从临床医学转身生态农牧业，11年间，
袁圆扎根基层，带领农牧民走上打造生态
农牧业幸福链的希望之路。为此，袁圆荣
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
号。她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不
自信到自信，从扶贫到扶智，她喜欢看到农
牧民在她的带领下发生的一点点的变化。

“给农牧民传授科学养殖技术，带动大家持
续增收只是第一步，以后计划为农牧民做
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据袁圆介绍，去年企业投资建设的规
模更大的湖羊养殖基地，预计2023年湖羊
出栏超过20万只，同时，以深加工为主的
循环发展产业园也在规划当中，建成后预
计新增就业岗位2000余个。

■ 骆力军 陈星梅

连日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
女科技特派员赵玉华忙个不停，她
与“巾帼人才小分队”成员在中和镇
香妃葡萄园内为果农们讲解果园科
学管理技术，现场指导果园工人如
何锄草和进行防病虫害。这是宁远
县春耕备播打好“科技牌”的一个缩
影。

新春伊始，宁远县把农业科技
培训作为春耕备播的基础工作来
抓，通过下乡专程培训、网络、现场
指导等方式，采用“课堂培训+田间
教学”的方式，在全县集中开展春季
科技培训活动，按照“组织到乡、培
训到村、指导到户”的要求，县、乡两
级农业科技人员在全县各乡镇街
道、村集中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技术人员根据当前苗情、墒情、
虫情、施肥、气候特点等，向农民讲
解田间管理要点及各种病虫害的防
治方法，对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现
场指导。宁远县组织科技特派员深
入田间地头、种植养殖基地开展“科
技下乡促春耕”集中服务活动，积极
向农业企业、种养合作社、种养大
户、脱贫户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传
经送宝”，现场“面对面”“手把手”地
指导农民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指导春耕生产，让农民
一听就懂、一看就会。

同时，县里还组织“土专家”“田
状元”到田间、大棚、养殖场免费开
展科技培训；组织相关涉农部门成
立了农业生产服务队，进村庄、入农
户、到田地，依靠集中培训、办田间
课堂和蹲点咨询服务等形式，广
泛开展入村培训、科技下乡和科

技咨询活动，对口支持，巡回服务，推广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术，确保“农业技术到户、科技
成果到田、技术要领到人”。为确保把农技服
务送到家门口，该县还开设“科技大讲堂”、微
信公众平台，为农户“传经送宝”，及时发布最
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资讯，方便农户全面掌
握农业生产最新动态，引导农民规范管理、科
学种田。在宁远县农村，“科技”已成为春耕
备耕的“关键词”，今年该县已开展科技培训
120余场次，培训农民 6000余人次，发放宣
传资料1.2万余份。

经过科技特派员的培训和鼓励，县东溪街道
黄龙头村村民赖俊义信心更足了，决定在去年种
水稻400亩的基础上，今年再扩种100亩。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任
然/乐丁 发自重庆 历时大半年，
重庆市开州区妇联对全区在家农
村妇女劳动力情况进行摸底调研
的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农
村妇女已成为经济建设发展的主
力军、乡风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
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者。

从调研情况来看，该区18~
60岁目前常年在家并具有劳动
能力的农村妇女共 47160 人。
广大妇女群众以主人翁姿态在助
力经济社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努力奋斗、
积极作为，撑起了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半边天”。

调研指出，目前农村妇女成
为经济建设发展的主力军，全区
共有女性家庭农场207个，具有
一定规模的女性实体企业65个，
各类巾帼示范基地54个，累计带
动2000余名妇女就业。农村妇
女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推动者，
406户家庭荣获区级最美家庭，
15户家庭荣获市级最美家庭，6
户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上万
名巾帼志愿者参加了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农村妇女成为基层社会
治理的实践者，以家庭“小平安”
有效促进社会“大平安”。同时，
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参与村级事务
管理，据统计，全区共有女性村干
部838人，占比29.5%。

调研同时显示，该区在家农
村妇女劳动力存在整体文化程度
较低，年龄结构老化；思想观念有
偏差，内生动力不足；实用职业技
能缺乏，就业选择面窄等问题。

为更好发挥广大农村妇女在
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报告建议，加
强多部门协作，激发农村妇女劳
动力自身造血功能，为她们干事
创业提供政策、创造平台、营造氛
围。宣传、群团等部门及各乡镇
街道党委（党工委）要共同发力，
从政治引领、思想引领、方向引领
等多方面入手，大力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将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统
筹至当地乡村振兴的大局中加以
规划和推动，在乡村形成重视尊
重女性价值、关心爱护女性发展
的生态环境。人社、农业、卫生健
康、民政、财政及公检法司等多部
门联动，各乡镇街道充分发挥主
导作用，全面落实好鼓励农村妇
女发展和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等政
策，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提
供相应保障，不断拓展农村妇女
融入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组
织、人社、农业、科技等部门要实
现资源互动，各乡镇街道党委（党
工委）要积极争取各部门政策、资
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大力强化
各类服务，建立完善妇女培训、交流、供需等长效机
制，全面赋能“她力量”，形成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强
大流量。宣传、群团等部门及各乡镇街道要深入挖
掘、培树和宣传在岗位建功、创业创新、家庭建设、权
益维护等各行业领域涌现出来的先进妇女典型事
迹，示范带动广大妇女走在前列、干在实处，激发出
助力乡村振兴的磅礴巾帼力量。

又讯 为进一步促进报告成果转化，开州区妇联
携手西南政法大学在启动“妇富有渔”校地合作项
目。项目开展以来，公益服务团队走访了开州区20
余个乡镇街道，采访了乡村妇女创业者100余人，对
乡村妇女创业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项服务。同
时，开州区妇联建立了妇女创业就业项目实施预选
库，结合基层妇女儿童示范点建设项目，推动项目持
续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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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区农村留守妇女“双学双比”采茶技能竞
赛活动现场。 （开州区妇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