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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海洋中，株洲
县域有一艘姐姐们驾驶的“女神号”，扬帆
起航，乘风破浪。

攸县的“茶油姐姐”侯喜蓉，让家乡的
茶油走出去，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炎陵的
“香菇姐姐”刘立云，返乡创业种植食用菌，
独占该县食用菌培育市场鳌头；渌口的“自
强姐姐”谢凤丹，身残志坚，从受助的贫困
户变为助人的村干部；醴陵的“豆腐姐姐”
黄广红，靠着祖传手艺制作豆腐，用勤劳的
双手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茶陵的“网红姐
姐”龙双娥，线上为家乡农产品打 call，成
为助力县域农副产品销售的巾帼标杆。

航行途中，并非事事一帆风顺，或有惊
涛骇浪的凶险，或有潮涨潮落的起伏，亦或
有风平浪静的瓶颈，但她们没有退缩，激流
勇进，以自信、向上、拼搏的姿态追求自己
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终将到达成功的
彼岸。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凌显富

迎着微醺的春风，3月 5日，记者来到炎陵县
水口镇水西村龙炎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
口基地大棚，只见一颗颗赤松茸“好奇”地探出圆
圆的“脑袋”。

“采摘之前，先用手拧一拧，再轻轻一带就采
下来了，整个过程要轻……”合作社负责人刘立
云一边指导员工采摘，一边安排人装筐、过秤、装
车。

“一天能卖多少？”记者问。
“现在是销售旺季，每天能卖两三吨。”刘立

云快人快语。
刘立云，36 岁，该镇盐池村村民，成立龙炎

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在水口、船形等 4 个乡镇建
立种植基地，年产食用菌达 260 吨，占全县的
95%以上，她也被别人称为“香菇姐姐”。

几经波折，矢志不移种食用菌
2017 年，刘立云从深圳打工返回老家盐池

村，筹资 10 多万元，在临近的水西村流转土地，
搭起大棚，种植食用菌。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刘立云说：“刚开
始，我进了一万袋菌包，由于管理没跟上，菌包染
了病，全扔了，心疼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缓过神
来。”

她没有放弃，几经努力，终于把香菇种出来
了。一朵朵肉嘟嘟的香菇开始钻出菌棒，刘立云
非常高兴，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她大感意
外：香菇长出来了，但个头小，产量低。通过请教，
她发现是菌棒感染细菌所至。她将菌棒逐一分
拣，后经阳光暴晒，重新拌料装袋，灭菌、接种，终
于挽回损失。此后，她吸取教训，刻苦钻研生产技
术，食用菌越种越好。

香菇种出来了，销路又在哪？“刚开始，我要
坐着班车，去县城销售，有时一跑就是一天，忙时
连饭都顾不上吃……”回忆起创业往事，刘立云
记忆犹新。

爱拼就会赢。在她努力经营下，食用菌种植
基地逐渐有了起色。

建设基地，带动300多村民就业
几年下来，刘立云的食用菌种植面积发展到

千余平方米，后来，她又投资 870万元，将基地扩
至其它乡镇。

如今，她在 4个乡镇建起了规模化食用菌栽
培基地，加上原先的 3 个小基地，共有 7 个，年产
值 1300 多万元，炎陵县 95%以上的食用菌来自
于她的基地。

她成立龙炎食用菌专业合作社，通过采取
“企业+扶贫工厂+贫困户”的模式，带领当地村
民发展食用菌生产。现已举办技术培训班 4 期，
培训 287人，带动当地妇女季节性就业 300多人，
已跟 22名贫困妇女签订长期用工协议。

接下来，她打算实行公司化运作，扩大规模，
打造品牌，开拓市场。“计划用 5年时间将水口镇
打造成‘百菇园’，将炎陵打造成‘香菇之乡’。”说
起未来的打算，刘立云信心满满。

“网红姐姐”
带货助农的“暖心人”

茶陵龙双娥建电商平台，让滞
销农产品成“爆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阳童

3 月 6 日下午 3 时许，龙双娥赶到株洲朋友
家，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对方直播带货推广

“好棒美”产品，手上笔记本记个不停，这样“取
经”模式已成为她今年春节后常见的学习方式。

今年 50 多岁的龙双娥是茶陵人，2017 年，她
创办了株洲市企云电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企云电商），为茶陵农副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作出
了贡献，是当地有名的“网红姐姐”。

毅然下海，圆了微商梦
披着的齐耳短发，露着光洁的额头，化着淡

淡精致的妆容，眉宇间满溢飒爽英姿，见到龙双
娥的第一印象是直爽、干练。

2004 年，不顾家人劝阻，龙双娥从中石化辞
职下海，自己创业，承包过多个乡镇、村加油站、
林场，下乡成为她的工作常态。

龙双娥是个赶时髦的人，平时爱上网冲浪，
通过网络了解了社交电商。2015年她动员几个朋
友一起做微商。

经过两年打拼，龙双娥与朋友组建了 20 多
个微信群，每个群有 400 多人，成为茶陵有名的
微商，不少农户主动找到她帮忙带货。

创办企业，走上扶贫路
2017 年 11 月一天，龙双娥在火田镇开展带

货行动，来到一户脐橙种植大户家中，发现满屋
都是脐橙，她连声恭喜户主收成好。

“好什么，歉收愁产量，丰收愁销路，脐橙销
不出去，就会烂在家里。”对方一句话，把她噎住
了。

“我来免费帮你卖。”龙双娥说道。可她没想
到的是，对方一口拒绝了。在她再三要求下，对方
才同意让她试销。3 天时间，龙双娥销售脐橙
4000公斤，帮助农户打开了销路。

2018年，一则关于茶陵县严塘镇“一颗百香，
千般滋味，万种风情”的微信文章引起众多网友
的关注和转发。这场成功营销的背后，是企云电
商付出的努力。同年 6 月，虎踞镇紫皮大蒜滞销，
企云电商主动出击，推广销售紫皮大蒜 20 吨

……

不忘初心，助农永不怠
2019年底，企云电商的合伙人纷纷因为公司

效益差而选择离开，只剩她一人坚守。
龙双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给贫困户推广和

销售产品全免费，有时还补贴运费，遇到农产品
滞销也是贴本推销，公司盈利仅靠一些农业大户
的广告业务。

合伙人离开，家人有怨言，但她一定要把这
个事业坚持下去。

2020 年，电商迎来了春天，龙双娥调整经营
模式，加强对接电商平台，利用节会开展农产品
推广。

2020 年 12 月，抓住深圳茶陵商会召开年会
的机遇，龙双娥带着茶陵诸多优质农产品到会
场，进行宣传和推广，接收脐橙订单 1 万斤。2021
年 1 月，她抓住长沙茶陵商会召开年会之际，推
销脐橙和三红蜜柚 1500件……

“茶油姐姐”
勇闯市场的追梦人

攸县侯喜蓉建智慧工厂，茶
油远销东南亚国家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驰
通讯员/陈新妮 刘晓聪

侯喜蓉出生在攸县桃水镇，家境贫困，但
她骨子里有异于常人的韧劲，凭着“把自己的
梦想变成现实”的冲劲儿，从一名“农村丫头”
一路走到湖南亚美茶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位置。

一次意外，萌生与乡亲们种
油茶致富的念头

3 月 6 日，虽是周末，上午 7 时多，侯喜蓉
来到办公室，思考着智慧油茶产业园的布局。

侯喜蓉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务工，干过餐
饮、商贸、零售等多个行业，为的是赚钱养家
糊口，但在事业上没有归属感。

2011 年，侯喜蓉与丈夫回长沙务工。有
一次带女儿回攸县老家，孩子玩耍时不慎摔
伤，家中老人用山茶油为孩子涂抹伤口。她深
知茶油的好处，如何让攸县茶油走出去，与乡
亲们共同致富。从那时起，一颗种子，悄然埋
在心中。

回到长沙，拿出积蓄，侯喜蓉成立公司，
购买压榨设备，通过定向收购油茶籽，进行加
工，做起了茶油零售。2011年至 2014年，依靠
着良好的口碑，零售额日渐增长。

“为了省钱，我学会驾驶三轮电动上门送
货，吃住在加工作坊。”侯喜蓉说，随着客户增
多，没有固定生产线，产能偏低的弱点日益凸
显，如何求变，让她陷入两难。

一个订单，选择攸州工业园
投资建厂

2014 年，侯喜蓉接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
大订单，价值 40万元。连续加班了半个月，还
是耽搁了交货时间，加之包装比较粗糙，客户
不满意。这个订单，没有利润，还亏损了。

她说，原因在于原材料配送偏慢、没有快
速生产线、人手不足等方面。

2014 年下半年，侯喜蓉受邀参加了攸州
工业园“迎老乡、建家乡”的招商活动，这次会
议，对她来说是人生中的转折点。

“经过长谈，攸州工业园为我们提供标
厂，并协助我们贷款与第三方融资等。”侯喜
蓉说，解决顾虑后，在经营思维上，也有彻底
转变，前期投资 1个亿，开始建设智能化生产
线与仓储中心。经过招工培训，公司员工规模
达到 40人，完全满足全自动化生产线用工需
求。

经过多年努力，以“公司+合作社+农户”
模式建立的油茶基地达 3 万多亩，可带动
20000 多户农户。该公司建立了茶油生产完
整的产业链和全过程质量保障体系。

2019年 10月，侯喜蓉接到一个来自新加
坡的订单，首批 500 斤茶油。后来，她又将茶
油销至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让攸县茶油走
出国门。

侯喜蓉介绍，2021 年，公司总营业额突
破了 1亿元，预计今年可达 2亿元。

如今，公司启动 5G 智慧油茶产业园（新
工厂）的建设，总投资 2 亿元，一期投资 1 亿
元，今年 3月将投产。

“豆腐姐姐”
起早贪黑的勤快人

醴陵黄广红传承老手艺做豆
腐，年收入超10万元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通讯员/杨雅慧 陆杏聪

3 月 4 日，醴陵市沩山镇沩山村，空气中
还夹杂着丝丝凉意，黄广红招呼完客人，又忙
着给豆腐乳贴标签。“水质好，做出来的豆腐
又鲜又嫩。”她说。

今年 33 岁的黄广红和丈夫靠着祖传手
艺制作豆腐，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

高中毕业跟爷爷学做豆腐
好山好水，成就了远近闻名的“沩山豆

腐”，外表白嫩，煎则香爽滑腻，煮则柔和滋
润，堪称一绝。黄广红就在豆腐文化浸染下长
大。

父亲因车祸瘫痪，母亲在她 3 岁时离家
出走，打记事起，就看着爷爷做豆腐。“那时候
在一间小小的土屋里，有磨盘、灶台、滤网
……”她说。

2009 年，黄广红高中毕业，因家庭变故，
她无奈放弃学业，潜心向爷爷学习祖传技艺。

那时候没有机器，常年要到山上找柴火，
最费力的豆浆、豆渣分离都是靠人工，双手一
年四季被热水烫得脱皮。

一年只休两天
常言道：“世上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

腐。”黄广红对这句话有着深刻的体会。
浸泡清洗豆子、磨豆子、兑水过滤、煮豆

浆、再过滤、加石膏粉凝固、放入豆腐槽压成
形。每天下午 6 时，黄广红夫妻开始忙碌，几
道工序做完，往往要到次日凌晨。

“下午补个觉，凌晨 2时做完豆腐，5时左
右起来去送货。”黄广红说，一年到头，只有大
年初一、初二休息，越是节假日越忙碌。

“好水做出好豆腐，‘沩山豆腐’品牌要靠
沩山的好水。”黄广红说，她家的豆腐，始终采
用最原始的工艺、最天然的材料，不加任何添
加剂，深受市场欢迎。

早在 2014 年，她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仅两年时间就成功
脱贫，还在山下新建了红砖新房。

留住儿时味道
“蒸酒打豆腐，充不得老师傅。”黄广红做

豆腐有一个原则，点豆腐若没掌握好火候，点
老了或点嫩了就直接倒掉，隔日豆腐决不流
入市场。靠着优质原材料和传统手工技法，她
制作出来的豆腐色泽匀称，方正有型，香气四
溢。

2017 年，黄广红参加“醴陵市农产品展
销会”，一举打响了品牌，“朋友圈”扩大了。销
售旺季时，每天要用掉 200斤黄豆。

“做豆腐本来利润就不高，没卖完只能倒
掉。”黄广红脑子活、爱琢磨，2015 年，在制作
新鲜豆腐售卖的同时，她开始自制豆腐乳、豆
腐皮等产品，并利用微信朋友圈予以推广。
2020 年，她注册了“猫舍·沩山豆腐”商标，豆
腐乳年销量成倍增长。

只要肯钻研、勤奋斗、不服输，就能过上
幸福生活。“继续把豆腐做好，让更多人吃上
正宗的‘沩山豆腐’，留住儿时的味道。”她说。

“独臂姐姐”
服务群众的贴心人

渌口谢凤丹自立自强，贫困
户“逆袭”当上村干部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铁华 彭茹

“大姐，这个钱交得值，万一生病，就医
就有保障，能减少家庭经济负担。”3 月 4 日
上午，渌口区龙门镇太湖村支部委员谢凤丹
拿着花名册，正上门入户开展 2022 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工作。尽管只有
一只手，但她工作细致严谨，村民对参保对
象、缴费标准、缴费时间有疑问，她耐心解
答，对于不会操作手机的老年人，她代为办
理。

过去，谢凤丹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凭着自立自强的骨气和艰苦奋斗的精
神，她和丈夫成了村里的种植能人，后又被
推选为村支部委员、区级党代表，实现了人
生的“逆袭”。

自立自强早脱贫
2015 年，谢凤丹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我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才一双手，又没
技术，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实在窘迫。”谢凤
丹介绍，幼年时一次意外，她失去了右臂，丈
夫唐铁球在外务工也因意外失去了左手掌，
两个肢体残疾、文化水平又不高的人找工作
比较困难，只能靠打零工赚取微薄的收入，
因为没钱建房子，只能借住在娘家。

转机总在不经意间到来。2017 年 11 月
底，太湖村村干部到谢凤丹家走访，得知她
读过高中，便多留意了几分。不久，村里因人
手不够，需要招聘一名文员，负责整理资料
和协助扶贫办工作，便立马想到了谢凤丹。

这份工作就像困境中的一束光，照亮了
她心底的希望。不会操作电脑软件，她就问

“度娘”；不熟悉政策，她就请教镇村干部，她
边学边做。对自己手头的事情始终保持认真
负责的态度，她很快熟悉了各项事务，成了
扶贫专干。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谢凤丹还帮助
丈夫下田干活。夫妻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当年靠种瓜蒌增收 6万元。2019年，她
家顺利脱贫，并获评市 4 星级“脱贫之星”。
同年，她光荣入党。

脱贫当上村干部
2020 年底，谢凤丹被推选为太湖村支

委委员，负责民政方面的工作。
谢凤丹感受到群众的信任和肩上的责

任，“我过去是贫困户，我很清楚家庭困难群
众需要什么。”群众有困难，她耐心地解读政
策、向上反映、争取支持，村里行动不便的老
人需要帮助，她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去年，谢凤丹被推选为区级党代表，她
最大的愿望就是发展壮大村里的产业。“去
年开始种荷花，还套养了鱼、泥鳅、田螺等，
收入有 10 万元。”谢凤丹介绍，去年种瓜蒌
收益下降，今年她便把种植基地拆了，目前
正趁着天气晴好翻耕土地，“今年市场好的
话，打算扩大种荷花的规模，吸纳村民务工，
为村民创造更多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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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姐姐”
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炎陵刘立云成立合作社，年产
食用菌占全县95%以上

策划：尹二荣

刘立云正在整理菌棒。受访者 供图

龙双娥推销草莓。受访者 供图

工作中的侯喜蓉。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驰 摄

谢凤丹在工作。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 邹怡敏 摄

黄广红在清洗黄豆。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摄

评论

半个多世纪前，八千湘女上天
山，在荒凉的戈壁上拓荒创业，传
为佳话。新时代的乡村湘女，勇于
开拓、坚韧不拔的精神深入骨髓，
从未改变。她们不再是家庭主妇的
传统角色，乡村这片沃土成为她们
奋斗贡献、挥洒能力的大舞台，有
的更是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带
头人。

激发乡村沉睡的“她”力量，鼓
励留守家乡的农村妇女实现个人价

值，主动在乡村振兴之路上闯出一
片天。如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引导农
村妇女积极参与建设家乡，给予妇
女更多话语权，充分调动妇女的主
人翁意识。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农
村妇女，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知识
技能培训活动，增强农村妇女学习
意愿。助力妇女就业创业，降低女性
创业门槛，给予政策倾斜和优惠，缓
解妇女创业起步慢、融资难等问题，
激发农村妇女创业热情。

社会的发展已经推动妇女走
到时代前沿，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
多的乡村湘女走向乡村振兴的舞
台中心。她们勤劳善良，既能主内
又能主外；坚韧果敢，创业干事吃
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秀外慧中，
在乡土社会中尽显女
性细腻温情的特质，汇
聚 起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的 强 大 巾 帼 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