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5日的上午10时，田野

里的露水，已经被暖暖的太阳

晒干。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

码市镇一片片金 灿灿的稻田

里，一台台收割机不停来回穿

梭于田间，留下整齐的秸秆、

丰盈的谷粒和扑鼻的稻香。这

里是江华同丰粮油食品有限公

司位于码市镇的千亩有机水稻

生产基地，基地的晚稻收割正

热火朝天。

36岁的瑶家女子蒋珍凤穿

着运动鞋和牛仔裤站在田埂

上，热情爽朗地和熟识的农户

拉过家常之后，手上熟稔地把

刚收割下来谷粒抓了一捧，高

兴地对记者说，“今年气温偏

高，晚稻灌浆结实好，看样子，

亩产比去年要高。”作为同丰

公司的董事长，蒋珍凤不是第

一次到基地来，因为这里出产

的稻谷，将会加工成为公司最

好的产品——有机米。田边的

村道上，公司的工人正将刚收

割完的稻谷装好袋抬上车，准

备运往县城的工厂烘干。

目前，蒋珍凤的公司已实

现年销售额过亿元。

不过，作为“跳出农门”的

蒋珍凤，当初只是想安安静静

地做一个卷烟厂的女职工。出

身农村的她在家中排行老二，

父亲是粮站职工，母亲在家务

农，因为家中劳力少，当时还在

读书的蒋珍凤和哥哥就经常帮

家里干农活。1997年，从永州

工业学校毕业的蒋珍凤被分配

到江华瑶族自治县民族卷烟厂

工作。

到了2003年，县烟厂政策

性 关 闭，蒋 珍凤 成了下岗工

人，但不甘心和下岗姐妹们南

下打工的她决心创业。

蒋珍凤发现，江华县水稻

种植面积大，但粮食加工行业

竞争少，便准备办一个粮食加

工厂。她把下岗安置费拿了出

来，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借，凑

齐了10万元创业资金。

“当时 租的是 一家街 道

企业的仓库当厂房，把定金、

租金付了，把辗米机等一些必

须的设备买了之后，我突然发

现，剩下的钱，连一张办公桌

都买不起了。”谈起当时刚起

步时的窘 迫，蒋 珍凤记忆犹

新。

好在蒋珍凤动手能力强，

便自己用三夹板做了一 张 桌

子，上面放了一部电话、一台二

手电脑。这就成了她在办公室

接洽业务的重要工具。

没有一个花篮，没有一份

贺礼，没有请一个朋友，甚至

连一挂鞭炮也没有放，蒋珍凤

的“同丰粮食加工厂”就这样

悄然开业了。

今日女报/凤网见习记者 李立

如今，在乡村，出门打工是常态，没有几个人愿意种田，因为
种田赚不了几个钱。但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曾在县卷烟厂上班的
36岁女子蒋珍凤，在“跳出农门”后却选择回到山村，建立起了万
亩优质稻谷生产基地，年销售额上亿元。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下岗创业，没有鞭炮没有贺礼

【二】一看一尝，她就能分辨出稻谷品种和等级
加工厂最初的业务，是通

过稻谷加工销售大米。

“米好不好吃，关键看稻

谷的品种和等级。”蒋珍凤将

各种品种、等级的稻谷放在随

身携带的小包里，一有时间就

拿出来观测、揣摩，细细品尝，

从米粒的外观、色泽、口感，分

辨稻谷的干湿度、大米的品种

和品质。时间一长，蒋珍凤练

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无论什

么稻谷，只要一看一尝，她就

能分辨得出品种和等级。收购

过来的稻谷品质越来越高，生

产出来的米的质量和口感也越

来越好，“同丰”的米，开始在

县城慢慢有了名气。

接触 过的稻谷和米越 来

越多，蒋珍凤发现了一个“秘

密”：瑶山里的米，要比平地

上种出的米好吃。“瑶山的水

土很好，气温比外面要低，而

且昼夜温差大，稻谷的生长周

期略长，所以，瑶山里的米煮

出的饭更香甜一些。”蒋珍凤

说，很多客户在尝过之后，就

指定要买这种米。

但光是坐在加工厂里等着

收购农户送上门来的稻谷，显然

无法保证和控制稻谷的来源与

品种，“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

法，专门在瑶山开辟一个基地，

集中生产优质稻米。”蒋珍凤说

干就干，在地处潇水之源的码市

镇建立起了1000亩优质稻谷生

产基地。

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的码市

镇，境内高山连绵，溪谷纵横，

森林覆盖率达78%以上，这里

有清晰凸现的青山绿水，是白

云深处的瑶人家园。良好的自

然生态是蒋珍凤将基地选址

在此的最大原因。

 下岗女工稻田
“种”出上亿身家

【三】不用化肥，坚持传统方法种稻
曾经师从食品生物化学专

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宁正祥

的蒋珍凤深知，随着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有机、绿色食品

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求。她

决 定 采 取传 统、有机的农作

方式来种稻谷，“简单来说，

就是除了耕地、收割等几个工

序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操作

之外，其他的一律按照传统做

法。”

这 样做的结果意味 着产

量会比使 用农 药、化 肥的农

田低 很 多。为了保证 基 地 有

机稻谷品质的同时又提高产

量，蒋珍凤想尽了一切办法，

“比如石灰，能改善土壤，提

高水 稻产 量与品质，降 低 重

金属活性。我就在全县到处

找石灰厂，最后终于让我在大

圩镇找到一家快倒闭的石灰

厂。”

福寿螺是 一种对 水 稻危

害极大的螺类。为了不使用化

学农药杀螺剂，蒋珍凤跑遍全

县的榨油厂，“我们江华生产茶

籽，茶籽榨油后剩下的茶麸是

灭螺的特效药，而且不会损坏

土壤结构和造成水稻农药残

留超标，反而可有效增加田间

肥力”。

不 过，这 山区 的 千亩 稻

田，耕种起来并不容易，“犁

田都用了很长时间，有些田太

高，犁田机运不上去。”蒋珍

凤说，秧苗也是从4月份插到

7月，中间还有个6月雨季让她

提心吊胆，“生怕涨洪水”。好

不容易等到收割的时候，蒋珍

凤更是犯难，“机耕道又没修

好，车子进不去，厂里也没有

烘干设备，只能让工人们一包

包扛出来晾晒”。没有场地，

蒋珍凤又去找人，把镇政府前

面的马路、镇上商贸城的地面

清理干净当晒谷坪。山区的天

气多变，常常有不打招呼就来

的阵雨，摊晾的稻谷淋雨就怕

发霉，蒋珍凤又找来油布和简

易床，让员工们在路边田里搭

起棚，支上床，睡在稻谷边上

方便照看，“那阵子我最怕听

到的就是打雷声，一打雷我就

爬起床打电话，让大家赶紧收

谷。”

“那次 老天爷对 我们还

算照顾，只坏了十多吨。”蒋珍

凤告诉记者，不过，因为没使

用化肥，整个基地的产量并不

高，加上人工成本太高，亏了

二十多万。

“虽然亏了钱，但客户普

遍反映这批米的口感和质量

很好。”蒋珍凤说，大家的认可

让她有了坚持的信心。

2009年11月，蒋珍凤成立

了同丰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并出任公司董事长。从瑶

山走出来的蒋珍凤，将产品商

标取名为“瑶珍”，寓意“来自

瑶山的珍品”。

如今，公司开启了“同丰

生态农业产业化”项目，在县

里的十多个乡镇建立了总面积

达10000亩的优质绿色水稻及

1000亩有机水稻示范种植基

地。“基地的种粮农户每亩收

入增加400元，增收总量近500

万元。”

“曾经有客商让我给米打

油，让卖相更好看，甚至愿意

给我加价，但是我都拒绝了。”

蒋珍凤说。有机产品认证和绿

色食品认证的通过，以及“全

国放心粮油企业”、“湖南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一系列

荣誉，是对她12年坚持的最好

回报。

华融湘江银行长
沙东城支行开业

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讯
（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王
乐）11 月 5 日， 华 融 湘

江银行长沙东城支行正

式开业。该行位于长沙

市东二环省高级人民法

院旁，是华融湘江银行

在省会长沙的第 16 家支

行。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被称作“湖南

人民自己的银行”，总部

位于长沙，是由中央金

融企业——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控股，湖南省人民政

府参与组建的股份制商

业 银 行。2010 年 10 月

12 日正式挂牌开业，成

立五年来，全行资产总

额 近 2000 亿 元， 资 产

总额、各项存款、各项

贷款等主要经营指标分

别是成立时的五倍以上，

累计实现利税 100 亿元。

长沙分行作为华融湘江

银行的省会分行，重点

支持了省会重点项目建

设、战略产业升级和中

小企业发展，并实现了

自身业 务的快 速 跨 越，

目前，分行一般性存款

达 230 亿，客户总数突

破 12 万户，存款新增连

续两年位居省会股份制

银行同业前列。

华融湘江银行长沙

分行行长张建国在典礼

上表示，将以长沙东城

支行开业为契机，充分

发挥华融湘江银行综合

金融优势、总部资源优

势和决策链条短、审批

效率高的机制优势，积

极依托芙蓉区委、区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为客户提供特色化、

综合化、专业化的金融

服务，全力支持芙蓉区

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升

级和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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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珍凤（右）与公司技术人员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