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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锦织出脱贫梦，产业铺就小康路旗帜飞扬·巾帼力量

最美妇联人

妇联帮她“打广告”
张 元 兰 的 服 饰 加 工 厂位 于自己的 家

乡——湘乡市龙洞镇界牌村，这也是湘乡市

第一家内衣生产公司。

招聘工人是张元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

“村里人不懂这个行业，也不信任我，再加

上大多数留守妇女家务繁重，也没有时间出

“过去是‘娘家人’挺我，
现在我要给更多姐妹撑腰。”4
月 22 日，湘潭湘乡市内秀服饰
加工厂负责人张元兰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

回顾创业历程，张元兰感
慨良多。2010 年，她和丈夫结
束了在广东内衣制衣厂打工的
日子，决定回到家乡创业，但
没有创业经验，也缺乏创业资
金的她碰了不少钉子，好在妇
联“娘家人”主动及时给她送
去了帮助和温暖。如今，她的
公司已成为湘乡最大的一家内
衣生产公司，产品远销欧美、
东南亚、南非及国内各大城市。

事业成功后，张元兰也没
闲着，她当上了妇联执委，想
为更多姐妹“撑腰”。

当了妇联执委，就该为姐妹们“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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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已经整村脱贫
出列，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4 月 23
日，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牙
屯堡镇文坡村党支部书记粟田
梅告诉记者，现在，她仍然坚
持到村民家里走访，询问他们
生活上是否有困难，防止返贫
现象发生。全村 800 余户人家，
每家每户都有过她和村民们交
谈的身影。

说起粟田梅，她身上有诸
多“光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湖南省劳动模范、党的十九大
代表。今年，她又获评“全国
三八红旗手”。

她是怎样利用侗锦帮助村
子脱贫致富的？接下来又有什
么样的目标呢？来看看吧。

非遗传承人当选村支书
文坡村是在 2016 年的并村改革中产生的

一个合并村，粟田梅于同年当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由于长期的历史分治，原各村群众各

自为政的思想一时难以根除”。在这样一个村，

怎样才能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呢？

由于在合并前的原枫香村当过村支书，也

有过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刚一上任，粟田梅

就组织村“两委”着手谋划基础设施建设。

半年时间，原八毫村那条几十年没有修成的

通村公路被硬化成了近 5 米路宽的水泥路，

原绞坪村也开始修建富有传统特色的寨门，

文坡村其他团寨也都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美丽

乡村建设。

基础设施搞好了，但要实现可持续增收，

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得发展村级产业。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侗锦织造技艺代表

门工作。”张元兰仍然记得，有妇女告诉

她，照顾家庭已经很辛苦，空余时间宁

可打打牌，也不会到她的工厂上班。

第二个难题是资金。“在开工厂之前，

我买了一个门面，大部分积蓄都投到这里

面去了，厂子的后续发展缺乏资金保障。”

就在张元兰一筹莫展之际，“我们镇

妇联，还有湘乡市妇联、湘潭市妇联的

姐妹们，都先后来找了我”。得知她的困

难后，妇联组织人到村里给留守妇女上

了堂课，“给她们讲解现代的职业观念”。

此外，妇联也时常向外推介张元兰的工厂，

给她“打广告”，有招聘会也邀请她参加。

资金方面，妇联帮助她申请了小额贷款。

在“娘家人”的帮助下，短短几年，

张元兰的厂房已经发展到 1000 余平方

米，每年总收入达 500 万元，净利润 150

万元。

她为妇女谋出路
2016 年，张元兰担任龙洞镇妇联执

委；2018 年，她当选为湘乡市妇联执委。

当选为执委后，张元兰很振奋 ：“以

前都是妇联在帮助我，现在我也是一名

妇联人了，我也想帮助更多妇女。”

“在家门口做事，不用风吹日晒，每

月能有 4000 多元的收入！”龙洞镇妇女

李细辉家庭贫困，公公患有肝硬化，婆

婆患有膀胱癌，丈夫也因意外摔断了手，

全家目前只能靠她一个人支撑。

像李细辉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妇女，

张元兰的工厂里还有 18 人。

“目前，厂里有 150 余名员工，绝大

多数是女性。”张元兰说，她理解妇女想

在家门口工作的愿望。“以前我在广东工

作，和儿子聚少离多，很遗憾错过了他的

童年。”所以，现在张元兰每年都会对农

村妇女进行免费培训，并提供加工设备，

还让腿脚不方便的妇女在家里工作，不

必到工厂来上班。

妇女姐妹和产业发展是互相促进的。

“只有把产业真正做好，姐妹们的工作更稳

定更有保障，她们才会安心回家、留家，让

孩子不再留守。”张元兰说，要想做大产业，

还得依靠妇女姐妹传递能量、汇聚力量。

现在，界牌村的 4 个麻将馆都没有了，

因为“赚钱脱贫比打麻将强”。

当上妇联执委后，张元兰在工厂里建

了一个妇女之家，“给女员工提供交流学

习、互帮互助的新平台”。

下一步，张元兰打算扩大工厂规模，

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性传承人，粟田梅自 2014 年开始在村子

里举办培训班，教妇女们学“老祖宗的

手艺”。截止目前，她已培训了 2000 多

名村民。

2017 年，粟田梅当选党的十九大代

表。听完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关于精

准扶贫的精神后，她十分振奋，“我要把

国家的脱贫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在培训之外，她牵头成立村侗锦公司，

又与当地的梭说公司合作，采取“公司

+ 基地 + 固定员工 + 家庭工作室”的生

产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村里织侗

锦的妇女越来越多，她们的织锦收入，

最高的一年有 3 万多元，人均增收也达

到了 5000 余元，整个文坡村侗锦产业总

产值达到了 400 多万元。”

粟田梅并不满足于此。通过长期研究，

在侗锦织造技艺上，她突破传统的横向

编织一种图案的方法，发展到现在的横

向和纵向互相交织的图案编织方式，解

决了长期以来侗锦图案编织的局限性。在

产品设计上，她也加入了不少时尚元素。

这些年来，为了扩大侗锦影响力，

粟田梅到北京、上海，以及韩国首尔等

地参加了许多国际大展，向世界展示侗

锦的魅力。“如今，我们侗锦的品种也由

过去一般的花边、袖口、腰带和头巾发

展到披肩、床上用品、壁挂等 50 多种产

品，而且大都进入了国际市场。”

村“两委”聚集一批能人
在粟田梅的引领下，文坡村村“两委”

也出了不少能人。“村主任粟海刚通过自

己的木材加工厂为村里解决了 100 多名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村支部专职副书记

粟奉亮通过自己的机制碳厂也为村里解

决 30 个以上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退伍军

人出身的支委委员、村会计粟隆坤流转

承包了数十亩稻田，成了远近闻名的种

粮大户。还有能培育出直径达 1.2 米灵

芝的科技能人龙通宝……” 粟田梅说，

这些能人让文坡村的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2017 年，文坡村被通道确定为“村

企合一”改革试点村，粟田梅组织村民、

村干部在两个月内开了 50 多次会议，有

时会议从早开到晚，甚至开到凌晨。通

过反复宣讲、解释、学习，成立村级公

司、流转土地等方案得到了大多数村民

的拥护。在群众的支持下，仅一个月就

流转耕地 3400 余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

90%。

如何做好“村企合一”，粟田梅有自

己的想法：“一是要集约化经营，实行村

企融合，统一管理；二是要村企一体化

管理，村级公司管理人员主要由村干部

组成，实行双岗双责；三是利益共享化

联结，探索推行‘六股’利益联结模式，

即扶贫股、人头股、管理股、土地股、

公益股和发展股。”

“我们村现在有 500 亩油菜、80 亩

丹参、150 亩黄桃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另外 1200 亩的油茶基地、130 亩的红薯

基地正在建设中。”谈到村里的产业，粟

田梅如数家珍。她说，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把这些产业发展好，“我们脱贫了，

下一步就该奔小康啦！”

粟田梅

张元兰

扫一扫，为引领
脱贫的女村支书
鼓掌

扫一扫，为替妇
女撑腰的妇联执
委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