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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罗衣，办猪场——

跨界女老板给猪做起“中草药保健”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章清清

只身入藏创业，你敢不敢？ 20
年前，在怀化市辰溪县，有一位身
材瘦小的女子，带着 1000 元钱闯西
藏。她克服了高原反应，在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成功创业，靠开服装店
积累下了“第一桶金”。

多年后，当年的服装店老板摇
身一变，回到家乡成了远近闻名的
养猪能手。

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
都能做得风生水起，她到底有什么
诀窍？ 4 月 1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辰溪县见到了这位女老板米
香花，听她讲述创业中的酸甜苦辣。

今年 52 岁的米香花个子不

高，总是笑眯眯的，虽然是辰

溪本地人，但因为走南闯北多

年，辰溪口音并不重。

米香花原本是辰溪县后塘

瑶族乡漩湾村人，家里兄弟姐

妹六人， 当时生活 十分困难。

米香花排行第二，从小就想着

要减轻父母身上的担子。

“1997 年 7 月，我带着借来

的 1000 元，一个人去了西藏。”

米香花回忆，当时她只听说西

藏在搞开发，“钱好挣”，好强

的她决定去闯一闯。

坐了 13 天的货车后，米香

花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八一镇

落了脚。“途中最危险的一次，

我们下车后，乘坐的车子没多

久就掉进悬崖里了。”米香花想

起当年的惊险，仍然心有余悸。

到八一镇后，米香花身上的

钱就只剩下 500 元了。她拿 250

元买了一架缝纫机，自己做衣

服摆地摊，但一开始很艰难，“有

一周完全没饭吃，光喝水充饥”。

无奈之下，米香花应聘到一

家服装店当售货员。在收入渐

渐稳定之后，她的创业梦再次

萌生：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

店！下定决心后，她打电话回家，

问家里亲戚借了 3000 元，租下

了一个门面。

“那个门面条件也很简陋，

四周通风，我不舍得买床，就

睡在一块木板上。”但这些都没

有让米香花退缩，她自己做了一

块招牌“精丽时装制衣店”，“当

地人都跟我说，这是八一镇第

一块招牌！”开业时，她的店里

只有两件男装和一件风衣，后

来陆陆续续又做了几条裙子。

第一桶金在开业一个多月后

来临。“当时有一个年轻姑娘路

过，看中了店里挂着的风衣，可

这是我拿来做样板的，没想过

卖，就喊出了 280 元的高价，结

果她都没还价，直接就买下来

了。”这让米香花意识到，样式

才是吸引客户的关键。

赚了钱，她不像其他姑娘一

样买首饰化妆品，而是买服饰

方面的书籍画报，还常常去别

的服装店“偷师”。因为样式漂

亮，加上米香花用的布料质量

好、缝的阵脚又细密，顾客越

来越多，她甚至还请了一名帮工。

后来，米香花又敏锐地察

觉到真丝市场广、利润高，就开

始专门做真丝服装。“做一件可

卖 280 元，成本才 100 多元。”

到 2004 年米香花离开西藏

时，她的存款已达 40 多万元。

离开西藏 后，米香花本来

想去上海，“开家干洗店”，但

年少时的愿望——开家养猪场，

一直在她心中挥散不去。

为什么不付诸行动呢？米香

花想，到了为梦想努力的时候了。

养猪跟做服装，是两个八竿

子打不着的行业。除了年轻时

曾不顾父母的反对去上过一个

月的农民学校，“学了一点皮毛”，

米香花没有任何养猪经验。

带 着 自 己 的 积 蓄 和 向 亲

戚 朋友借来的共计 150 万元，

米 香 花 在 广 东 惠 州 办 起了一

个养猪场。

可由于不懂技术，米香花养

的猪大面积爆发疾病，一次就

损失了40 多万元。这让她意识

到，没有技术只是“瞎忙”。

米香花请了技术人员，同时

自己也刻苦钻研养猪技术。她

每天 就 睡 在 猪 场 边， 拼 命 啃

养殖方面的书籍。只要听到哪

里有专家讲座，她必然会去听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

米香花的养殖技术总算有了长

足进步。

每天清早醒 来，米香花先

在猪场转一转。“通过猪的呼吸、

进食的状况，就可以判断它哪

里不舒服。”米香花自信地说。

渐渐地，她成了当地的养猪能

手，附近养猪户有什么问题也

来向她请教。

好不容易攻克了技术的难

关，米香花本以为没什么能难

住她，不成想，2006 年初又碰

上猪肉价格下跌。两年来，米

香花共损失了近 70 万元。

但米香花没有放弃。撑过

猪肉的低价期后，她在养殖过

程中不断摸索经验，养猪场也

渐渐有了起色，从 2007 年起终

于开始盈利。  

2011 年，她的努力终于有了

回报，猪场当年盈利 200 余万

元。尝到了甜头的米香花还把

弟弟和同学也拉过来一起干。

养猪场正风生水起，米香

花 却 收 到了猪 场 要 被 征收 搬

迁 的 通 知。2012 年， 米 香 花

只好回家乡辰溪县，在辰阳镇

锦 岩 村 征 地 180 余 亩 建 起了

养猪场。

“刚回家乡创业时，是我最

艰 难的时候。”米香花 感 慨 地

说，本以为回到家乡可以大展拳

脚的她遭遇了一系列变故：2014

年，新建的一栋产仔猪舍被泥

石流全部冲垮；同年，刚建好

没几个月的猪舍又被大火烧毁，

共 损 失了 70 余 万元。 而 2013

年到 2015 年长达两年的行业低

谷，更是让米香花亏损了120 余

万。当时，一位原本想与米香花

合作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后也

被吓跑了。

事业的连番受挫让米香花心

力交瘁，而来自家庭的困难更

是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

米香花的女儿患有先天性

脊髓栓系综合症，先后到过全

国各地二十多家医院看病治疗，

始终不见好转。2014 年，女儿

做了第四次手术，米香花为此卖

掉了怀化的房子和店面。

但 米 香 花 一直 积 极 乐 观，

一 边 照 顾 女儿， 一 边 研 究 如

何创新 养猪方 法。“我们养的

猪 不 用 抗 生 素， 用 纯 中草 药

保健模式进行生产运筹。”同

时，米香花还研发了酵素喂养

技术，通过酵素喂养后，降低

饲料成本约 9%，缩短饲养时

间 8 至 12 天， 猪 肉的口感 也

得以改进。

4 月 13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记者换了鞋和衣服，进入养

猪场内发现，猪场内十分干净，

几乎没有蚊虫。米香花笑着说：

“这下面是沼气池，处理粪便方

便又省心。”

为了做大养猪场，2015 年 8

月，米香花组建了酵素养猪合

作社。如今，她的合作社有社

员 102 户， 解 决 就 业 人 员 200

余人，带动贫困户 70 余户。现

在合 作 社存 栏 母 猪 500 余头，

肥 猪 6000 余 头， 年 生 产 仔 猪

10000 余头，年产生经济效 益

300 余万元。 

村民舒 远明因为腿脚不便

原本在家务农，如今在米香花

的猪场工作了四五年，每个月收

入有四千多元。他告诉记者：“我

现在的生活很不错了，有她带着

我们，日子会越过越好。”

米香花的女儿经过多年治

疗，病情总算得到了控制，在县

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其 8 岁的女

儿也走进学校念书。

米香花说，之前因为治病，

女儿上过几次学都中断了，现在

自己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借来 1000 元，湘妹子只身闯西藏

每天睡在猪场边，做好养猪这门学问

回乡办合作社，解决数百村民就业

米香花前往怀化市职业技术学院安江校区（原安江农校）进行培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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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公益课将走进长沙小学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自制的竹子编钟声音

清脆，石头和沙锤演奏的蛙声

和虫鸣时而相和，光着小脚丫

的孩子们在欢乐合唱……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当天，由

湖南省第一家以自然教育为主

的公益机构——长沙市湖湘自

然科普中心和飘峰山庄合作成

立的第一所自然 学校 正式开

学，孩子们的表演赢得了满堂

掌声。

该自然学校的校长谢敏表

示，只要有邀请，学校的公益课

堂将走进长沙市各小学，将自

然中的故事分享给孩子们，并

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发现自

然的美好，用农耕园艺、自然

笔记，记录和陪伴自然的成长

与变化。在自然学校的森林和

湿地里，也将持续开展公益自

然教育课程。

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参观秋瑾株洲故居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秋瑾为妇女争取权

益、 自立自强的 行为 和 精神

在现在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她 原 来办起了《 中国 女 报》，

今天又有《今日女报》的记者

前来采访，这是难得的缘分，

更是可贵的传承。”4 月 23 日，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志士后裔参

观团来到位于株洲市石峰区清

水塘街道大冲村秋瑾故居祭

拜，辛亥革命志士邓玉麟的孙

子邓中哲深有感触地说。

秋瑾株洲故居由其自命名为

“槐庭”，秋瑾婚后，在此读书、

诵诗、射箭、骑马、习武，结

识了唐群英、李润等先进妇女，

还在浏阳结识了谭嗣同、唐才

常。她的革命思想在此萌芽。

当天，前来参观的辛亥革

命武昌首义志士后裔来自上海、

武汉、长沙、浙江等地，他们

的先辈分别是邓玉麟、王云龙、

赵家艺等辛亥革命志士。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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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分享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