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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造的月嫂品牌“花瑶妹”成了“爆款”最美妇联人

牵头打造
“花瑶妹”月嫂品牌

“如何帮助农村妇女实现就

业和自我提升？这一直是我努力

探寻的方向。”7月16日，溆浦

县妇联主席邹小叶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将“花瑶妹”月嫂

做成品牌，做大做强，缘于一个

“肯定”。

那是 2017 年 4 月11日，湖

南省教育厅，溆浦县妇联、县人

社局等单位，共同组织了溆浦县

北斗溪镇坪溪村47名富余女性

劳动力，到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接受为期15 天的脱产培训。结

课后，部分学员还被推荐在长沙

市城里就业。当时恰逢湖南省

委书记杜家毫前来调研，在看到

教学现场后，杜家毫对这个项目

给予了肯定。

2017 年 9月，邹小叶在省妇

联争取了一期培训资金，请来经

验丰富的母婴护理师，为 30 名

贫困女性和失业女性开展了家政

服务入职技能培训。“不过，免费

提供培训对她们根本没有吸引

力，到结课时，只剩一半的人还

留在这里。”

邹小叶意识到，为了确保培

训效果，最好能在培训之前疏

通就业渠道。于是，她开始四

处走访调研。在得知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新配备了“护士助理”这

一岗位后，她经过多次考察，并

积极对接县人民医院。最终，院

方同意提供 30 个就业岗位。“除

了疏通就业渠道，还要足够吸引

人，想办法留住人。”邹小叶还

与县人社局对接，总结出“培训—

考核—颁证”的培训新模式。

2018 年 10 月，邹小叶再次

组织“花瑶妹”技能培训班，这

一次，她把考核通过就有证拿、

优秀学员直接进入县人民医院工

作两大亮点直接摆出来。“原本

只预留50 个学员名额，没想到

有 83 个人报名，我赶紧另找场

地。”邹小叶回忆，“没有人中间

退出，大家都主动求学，氛围非

常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周
纯梓）在扶贫一线采访，入民家、

下车间、进田野、走马路、爬山

路、转水路……7月15日上午，“记

者在扶贫一线”工作交流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来自湖南省直新闻

单位和央媒驻湘机构的 20 名参

与活动的编辑记者齐聚一堂，总

结和交流集中下沉阶段的工作，

并对宣传思想工作建言献策。湖

南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等相关

领导出席并讲话。

“3 个月的蹲点扶贫，让我们

有机会‘漫无目的’地去看、去听、

去感受，了解会更加真切，也是

最能体现‘眼力’和‘脚力’之处。”

来自新华社湖南分社的记者白田

田用“见真事”、“听真话”、“交

真情”、“获真知”这四个关键词

进行了总结。

文：今日女报 / 凤网实
习生  刘聪

供图：受访者
“我们现在给宝宝做

被动操，第一节是两手胸

前 交 叉 运 动， 跟 着 我 的

手 一 起 来，1、2、3、4

……”7 月 11 日， 在 怀

化市溆浦县水东镇政府会

议室里，一名培训老师正

摆弄着娃娃模型的手臂，

教 50 名学员给宝宝做被

动操。

这是由溆浦县妇联组

织实施的就业扶贫“花瑶

妹”月嫂职业培训班，在

为刚从大山搬出来的易地

扶贫搬迁户妇女做培训，

以 解 决 她 们 就 业 难 的问

题。

据“花瑶妹”扶贫项

目实施单位溆浦县妇联主

席邹小叶介绍，从 2017

年第一次开班至今，“花

瑶妹”共培训月嫂 350 余

名，其中贫困户 180 余人。

在她的组织下，县里的贫

困妇女找到了谋生之法，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花

瑶妹”月嫂也成为县城里

口口相传的“爆款”，不

少月嫂还输出至了长沙、

湘潭、深圳等地。 2018 年，

邹小叶被评为怀化市“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

“记者在扶贫一线”工作交流座谈会召开

脚沾泥土，讲好脱贫故事

“做一个好记者没有捷径，

必须去最艰苦的地方，才能获得

最鲜活最生动最真实的素材，写

最真实的扶贫。”湖南日报社新

媒体中心记者朱玉文表示，在永

顺县的 3 个月，他走访了23 个

个乡镇，撰写了多篇新闻报道，

其中他挖掘报道的扶贫人物故

事——黄龙镇石泥村患癌女村

支书易晓金写下“生死自负报

告”继续扶贫的事迹，展示了

基层干部舍身忘我的为民情怀，

产生了较大影响，省市县各级

妇联纷纷前往看望慰问。

在做好新闻报道的同时，也

有不少派驻编辑记者倾注真情，

力所能及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

工作。比如，谭里和在新宁山区

蹲点期间了解到因病致贫、留守

儿童等情况，他主动组织了长沙

医学专家前往新宁进行义诊，并

募集 5万元资助新宁县72 户建

档立卡家庭的残疾孩子；新湘评

论杂志社在隆回县开展“公益同

行·爱心助学”活动，向学校

和贫困生赠送图书和学习用品，

并资助残疾学生慰问金。

据悉，此次“记者在扶贫一

线”活动是在脱贫攻坚进入决

战决胜阶段的关键时期，湖南

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和省记

协做出的重要部署——从省直

新闻单位和央媒驻湘机构选派

20 名编辑记者下沉到 20 个贫困

县，开展为期9个月的新闻扶贫，

协助当地做好扶贫攻坚相关报

道工作。活动将持续至今年年

底，其中前三个月为集中下沉

阶段。目前，下沉阶段已经结束。

在三个月的下沉期间，20 位派

驻记者深入走访了 20 个贫困县

的 241 个乡（镇）、620 个村（社

区），在省级以上媒体共刊发报

道 373 篇（条），其中央媒上稿

27 篇（条），为脱贫攻坚工作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选培训老师这方面，我

们也十分谨慎，在请老师来上课

之前，我会先去听一次课，确保

老师的专业性。”邹小叶告诉记

者，有妇联信誉托底，加上专业

的技能、娴熟的手法和朴实的态

度，“花瑶妹”培训出来的月嫂

已经成为溆浦县口口相传的“爆

款”，不仅很多二胎妈妈会打电

话向妇联要人，一些知名月子会

所也主动找到妇联对接招聘职

员，长沙、湘潭等地的培训学校、

月子中心也纷纷“拜倒”在了“花

瑶妹”的巧手下。

“花瑶妹”项目扶贫
效果显著

“感谢‘花瑶妹’这个平台，

让我有能力为家庭减轻负担，也

让我找到了人生价值。”7月16日，

36 岁的溆浦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护士助理朱霞激动地告诉记者。

现在的她，坐在明亮舒适的空调

房里，时常还可以买点海鲜回家

改善伙食，可就在一年前，她还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朱霞家住卢峰镇东风街，因

为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便没

有外出打工，加上没有一技之长，

一直待业在家，家庭生计靠丈夫

在县城打点零工勉强维持。就在

这时，她的婆婆确诊患有恶性肿

瘤，家里积蓄被用光，还欠了一

屁股债。

邹小叶知道朱霞的情况后，

建议她参加“花瑶妹”月嫂培训。

起初，家里人不同意，觉得月嫂

是下人干的活，很没面子。经过

邹小叶的劝说，朱霞和家人意

识到，月嫂是一个正当的职业，

更是一个热门的职业，做得好

还是一个高收入的职业。于是，

朱霞参加了2018 年 10月的“花

瑶妹”培训，因为有带小孩的经

验，加上好学、踏实，朱霞在培

训时表现突出，直接被人民医院

录取。

如今，朱霞月薪近 4000 元。

这一次培训，不仅让她提高了家

庭收入，而且还工作带娃两不误。

“花瑶妹”月嫂培训上课、

食宿全都免费，还有一定的补助，

加上这是一个真正可以学以致用

的培训，县里主动报名参加“花

瑶妹”的妇女越来越多。“花瑶妹”

培训以孕产妇护理、婴幼儿生长

发育规律、婴幼儿保健护理、早

教等内容为主，同时辅助培训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务工和卫生

常识，还有一些家庭护理和家电

使用知识。

“易地扶贫搬迁是扶贫攻坚

中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正在举

行的第五次‘花瑶妹’培训就是

针对刚从大山里搬出来没有其

他谋生手段的富余女性劳动力。”

邹小叶说，参加这次培训的 50

名学员，大多都是易地扶贫搬迁

户，她们原来靠山吃山，这两年

虽然从大山里搬了出来，但因为

缺乏专业技能，就业问题成了是

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从 2017 年第一次开班至今，

“花瑶妹”共培训月嫂 350 余名，

其中贫困户180 余人，80% 的参

训人员持证上岗。邹小叶说：“有

能力、有证书，就是贫困妇女的

一条新出路，即使她们暂时没有

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多了一份生

活的底气。”

邹小叶（左二）到县人民医院看望上岗的“花瑶妹”。

乡镇中的 21个，车开不上的地方，

就徒步几个小时，翻山越岭赶到

村民家中实地走访，合计发稿近

30 篇。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

就会沉淀多少真情。”湖南工人

报社记者黄雅群十分感慨地表

示，记者既是“精准扶贫”的见

证者，也是记录者。

“感谢这次活动，让我有机

会去努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俯下身、沉下心、察实

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

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

作品’这个愿望。”会上，今日

女报社首席记者谭里和动情地

分享道。今年 4 月，“记者在扶

贫一线”活动启动后，谭里和

请缨前往新宁县。在近三个月

里，他的足迹遍布了该县十多

本报首席记者谭里和在座谈会
上分享扶贫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