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茄基地上的梦想

采摘下来的一尺来长的

红茄被整整齐齐码放在蛇皮

袋子里，41 岁的王余娣侧身

弯腰再站起，桑木扁担一头

挑起一袋红茄，步子稳稳当

当。“一担不到 100 斤呢，没

问题。”踩着蜿蜒的田埂，王

余娣和姐妹们将一担担红茄

挑到村头的转运站。搭着雨

棚的临时“小仓库”里，刚从

地里收摘下来的红茄已堆得

如同小山。“明天有车子来拖，

卖到广州去。”

这里是城步县蒋坊乡金

凤村——蒋坊乡延季蔬菜专

业合作社红茄种植基地之一。

蒋坊乡延季蔬菜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杨小树在这里以每亩

600 元的价格，承包了蒋坊乡

金凤、柳林、竹林三个村 231

亩土地种植红茄，并长期聘

请像王余娣这样的当地村民

参与田间管理，让这些村民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脱贫。

近 10 年来，杨小树利用

城步独特的高山气候大力推

进红茄产业发展，改变了原来

西红柿单一种植格局，在延季

蔬菜种植方面闯出了一片新天

地。“我们坚持采用无公害生

产技术，杜绝农药残留”，杨

小树对绿色生态的严格要求

让城步红茄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逐渐站稳了脚跟，也将产

品打入了沿海更广阔的市场。

“去年我们采摘红茄总量

超过 1400 吨，产品全部销往

广东。去年的市场行情比较

好，全年收入有 240 多万元，

除掉土地流转金、种植 成

本和人工工资，合作社盈

利 60 多万元。”杨小树也

由此被苗乡人敬为“苗乡

红茄大王”，并被评为湖

南省劳动模范和全县十

大种养状元。而最让他

感到欣喜的是，农民从

红茄种植中尝到甜头，

脱贫致富了，干劲也更

足了，光蒋坊乡基地的

红茄产业，就帮扶贫困户 486

户，精准扶贫 2417人。“以前

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是打牌

烤火，没人做事，但是去年

一整个冬天大家都在地里忙

活，连牌都没人打了。”

“守着稻田挣钱不多，弃

田抛荒又于心不忍，在外打

工呢心挂两头。”王余娣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延季

蔬菜专业合作社做事，“又挣

了钱又能照顾家里。”红茄种

植劳动强度不大，“比种田还

轻松点”，育苗、培管再加上

采摘，劳力不强的女人甚至

老人也能胜任，“每天做几个

小时，每年做 8 个月，我们有

60 多岁的老人家还在做的。”

“ 我 老 公在 广 东 那 边 打

工，我在家里种红茄的收入，

已经 差不多可以赶 上他了。”

手脚麻利的王余娣又装好了

两袋红茄，一肩挑起，仿佛

扛着全家踏实而丰盈的梦想。

让贫困户“多头增收”

地处雪峰山脉和越城岭

余脉交汇处的城步，境内山

高林密。资料显示，城步县

内 有 林 面 积 达 329 万多 亩，

而其中楠竹就有 24 万亩。

在城步县儒林镇矮岭子

村，一根根翠竹高大、茁壮、

挺拔，竹梢直指蓝天。村民

饶家良二层小楼的新家，就

坐落在这大片郁郁葱葱的苍

翠竹海中。

见到记者到来，43 岁的

饶家良热情地招呼记者落座，

并 端 出 橘 子、 板 栗 等 山 货。

但谁能想到，这个和美幸福

的家庭，两年前还在被贫穷

所困扰？

前些 年，43 岁的 饶 家良

罹患鼻癌，本来家庭条件一

般，遭此变故，更是一贫如

洗。“那时候住的房子都不叫

个房子，就是搭了个棚，顶上

盖的树皮做的‘瓦’。”饶家良

要治病，两个孩子还要读书，

妻子急得成天抹泪。

正在饶家良一家无 计可

施的时候，他遇到了城步县

天元木业公司董事长彭云莲。

彭云莲成立的天元木业

就是依托城步县丰富的竹木

资源，以公司 + 农户的形式

经营竹制品加工的企业。“城

步有着丰富的楠竹资源，但

过去我们没有加工企业，苗

乡竹 子 5 元 一 根 都 没 人 要，

很多竹子只能烂在山里。”彭

云莲说，这让从农村出身的

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现

在我办的这个竹木加工厂，不

仅可以有效利用资源，还可

以解决当地就业问题。”

天元木业与城步县威溪、

茅 坪、 儒 林 等 乡、 镇、 村

5000 余户竹农签订了 3 万余

亩竹种植基地建设协议，同

时，公司还帮助林农进行楠

竹低改，提高产量。而对饶

家良这样的贫困户，天元木

业给出的收购价每吨要高 20

元。“县扶贫办对公司和贫困

户也给予了很大支持，还给

我申请了扶贫贷款，贷款入

股到公司（天元木业），我每

年还有几千块的分红。”饶家

良告诉记者。

饶家良所说的扶贫贷款，

是城步县金融扶贫的重要举

措。城步县扶贫办主任霍杰

彪告诉记者，该县每户贫困

户可申请 5 万元的扶贫贷款，

贫困户将 5 万元的贷款作为

股金入股到合作社、企业等

帮扶组织机构中，进行股权

分红和通过流转土地、基地

务工，入股分红实现贫困户“多

头增收”能力。

“非常感谢政 府和彭总，

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我现在很

有信心！”如今，饶家良的病

情经过治疗，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去年年底，一家人还

搬进了新修的楼房。

能种能卖，脱贫摘帽

彭云莲告诉 记 者，她的

儿子肖布闻也受到她的感染，

扎根家乡农村创业。肖布闻

执掌的城步天元农业公司覆

盖了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境内 4 镇 3 乡的 19 个村，开

展的乌骨鸡养殖业务惠及人

口 7000 多人，带动贫困农民

人均增收 1000 元以上，在当

地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并在城步县创新

了多个“第一”：举办第一届

十万杨梅免费送活动、第一届

“我为乌骨鸡”代言活动、第

一次实现贫困农民能够在家

卖出自己的农产品的梦想……

6 月 16 日，在城步县儒林

镇大木山村举办的首届“杨

梅节”上，大木山杨梅被不

少外地自驾前来的客人爱不释

“口”。

大 木 山 的 杨 梅 卖 得 火，

城步县妇联主席刘长爱比果

农们还要高兴。从去年开始，

城步县妇联和团县委组建了

驻村帮扶工作组，负责大木

山村的扶贫开发工作。

“我们按照‘一村一品’的

产业扶持办法，通过能人引

领、合作社示范，着重发展

杨梅经济。”能种还要能卖，

今年杨梅大丰收，为了帮乡

亲们的杨梅找好销路，刘长

爱又想办法和天元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合作，

开辟出科技与宣传并重的双

轨扶贫模式。村支部书记杨

运喜告 诉 记 者， 自 6 月 9 日

杨梅开摘以来，每天销售在

3000 公斤以上，每斤销价 12

元，“今年杨梅产量已突破 4

万公斤，仅此一项就可为村民

带来收入近一百万元。”

刘长爱告诉 记者，杨梅

树已经成为大木山村民的“摇

钱树”。不仅卖杨梅，村里又

开发了杨梅林下养殖黑土鸡

的项目，“养了6000 羽，共覆

盖 8 户深度贫困户和 13 户贫

困户”。

霍杰彪告诉记者，如今的

城步，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村

一品 、一乡一业”的专业化 

、基地化生产模式 。“兰蓉白

毛坪的苗乡梨、蒋坊的红茄、

茅坪的猕猴桃、南山的萝卜、

大木山的杨梅、长安营的西

红柿等已经成为我们城步特

色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近年来，城步县 共发展

红茄、西红柿、辣椒、食用菌、

萝卜等蔬菜种植 2.5 万亩，发

展南岭苗乡梨种植 2500 亩、

猕猴桃 8000 亩、山羊 40000

头，发展厚朴、玉竹、百合、

黄金等特种中药材 5000 亩，

增加农民收入 3.81 亿元。

“守住城 步的绿水青山，

更 要 向 绿 水青 山 要 金 山 银

山。”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县长杨博理告诉记者，接

下来，城步将通过特色产业

扶贫、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

金融扶贫、光伏扶贫、电商

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举措

和手段，到 2018 年实现全县

建 档 立 卡 的 15393 户 56798

名贫困人口的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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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步之城”到“天下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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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余娣与姐妹们挑着采摘好的红茄。

竹林加工产业让
不少城步农户致
富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