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麻阳土鸡蛋、东安红薯干、宁乡土鸡、郴州黑米、湘潭砂糖橘……疫情影响下，很多农产品滞销陷入困境，不少农民急得直跺脚，
因为这些产品或许就是一个农村家庭全年的生活底气所在。为此，今日女报融媒体中心推出“情系三月 助农战疫”农产品帮扶行
动，希望你我共同努力，奉献爱心，贡献智慧，使出“十八般武艺”，为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添一把火，助一份力。

“ 能 帮 忙 销 售 吗？ 太 好

了！”3 月 18 日，“黑米姐姐”

肖秀玲透露，因为疫情，很多

酒店没有营业，之前为酒店配

套生产的黑米馒头、黑米糍

粑、黑米烧麦目前只能积压在

冷库。“目前，总共有 10000 份，

价值 20 余万元的黑米制品积

压在经销商冷库，不能销售，

也无法回款。”

肖秀 玲是 郴州市 桂 东人，

2010 年，在一次偶然的走访中，

她看到北湖区华塘镇毛坪村的

一个山坳里连片的几百亩稻田

被荒废，感到痛心的她将这片

土地全部流转过来，开始了艰

难的复垦。

到底种植什么好呢？经过

一番考察，肖秀玲决定将黑米

作为公司的主打产品，“黑米一

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药、食兼

用的大米，具有很好的滋补作

用，又被称作‘补血米’、‘长

寿米’”，同时，黑米又具有种

植 成 本低和经济 效 益高的优

点，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都非

常可观。

很快，山区的 500 余农户

在肖秀玲的带动下种植了 380

亩黑米，户均年增收 1280 元

以 上。 随 后， 为了进 一 步 开

发 黑 米市 场， 肖秀 玲 创 建了

湖南省一筐百福生态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司和“ 黑 米 姐 姐福

城美食馆”，主营黑米食材的

特色餐饮，并注册了“黑米姐

姐”品牌。

随着市场对黑米产品的认

可度不断增强，黑米需求量也

越来越大。2015 年 , 肖秀玲开

始发动仰天湖瑶族乡西南山区

的农户试种高山黑米 , 当年试

种了五六亩 , 长势良好 , 农户收

益也提高了 30%，到 2019 年，

她已经发展和带动了山区农户

种植高山黑米和冷水米面积达

3000 多亩，平均每亩可为农户

增收 800 余元。

2017 年， 随 着 黑 米 种 植

面 积 的 扩大， 肖秀 玲 开始 筹

建特色米食加工厂，克服了众

怀化麻阳  长寿乡“热销”的土鸡蛋“滞销”了
 “目前，我们还有将近两

千件土鸡蛋没有售出，一件有

360 多枚鸡蛋。”3 月 18 日，雷

华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虽然快递物流已经慢慢恢复，

专门在线上销售的土鸡蛋开始

销售，但因为存储量大加上每

天依然有近 4 万枚的产量，导

致土鸡蛋从曾经的“热销”变

成了如今的“滞销”。

雷华英是怀化市麻阳苗族

自治县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3 年初，她看到

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的支持，

萌生了在农业领域创业的想法。

顶 着家 人 不赞 同的目光，

雷华英和原来的同事合伙注册

了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将公司选址在了兰村乡大坳村

和泥溪垅村两个贫困村之间，

“这两个村子三面环山，环境

好，但特别贫穷，年轻人都出

去打工去了”。抱着帮助村民脱

贫致富的态度，养鸡场建好后，

雷华英第一时间就将村里的留

守妇女招进来捡鸡蛋、做小工，

让她们能有一份收入。

随着公司的发展，雷华英

采 取了“ 公司 + 基 地 + 农 户”

的生 产模 式， 带 领 农 村 剩 余

劳动力从事蛋鸡养殖，解决了

150 余名村民的就业问题。通

过委托帮扶的模式，2019 年，

公司已经累计带动了全县 18 个

乡镇 8300 多户贫困户脱贫，“我

们 2019 年 年底，村民 们的分

红就有了406 万元”。

很快，雷华英承包的 1860

亩林地上，建成了 5 栋含有增

湿 通风设备、光 线调节设备、

消毒清洁设备、自动投料设备、

鸡蛋传送带等专业设备的蛋鸡

养殖栏舍，一天可以生产鲜鸡

蛋 30 余万枚，还圈起部分林

地用来散养土鸡，生产土鸡蛋。

麻阳是有名的“长寿之乡”，

生于此，吃着谷物、虾皮、虫

子的土鸡下的鸡蛋黄可以用手

永州东安  直播带货的女大学生还剩 2万斤红薯干
“我们在自救，通过直播销

货，还剩下 2 万斤红薯干没有

卖完。”3 月 18 日，永州市东安

县水岭乡女子唐云云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受疫情影响，

原本想在春节假期过后的返程

高峰期卖完的红薯干销售速度

变慢了许多。

2019 年， 唐 云 云和丈 夫 陈

杰成立了东安县加隽食品有限公

司，组织周围的农户合股创办了

高山红薯种植基地，销售以红薯

干为主打的一系列产品，带领附

近的村民们脱贫致富。

“ 这 款 红 薯干 特 别 软 糯 香

甜。”疫情期间，唐云云照常开

了网络直播，为自家的红薯干促

销。产品介绍、粉丝互动……屏

幕前的唐云云忙个不停。镜头外

的陈杰也不曾停下，出单、包装、

 郴州北湖 “黑米姐姐”为拥有 11项专利的黑米发了愁

扫一扫，尝尝红薯干的甜蜜滋味

扫一扫，抢购来自长
寿乡的土鸡蛋

捏起来，“稍微摇一

摇， 也 不 会 破 掉 ”，

而且 蛋清的粘 稠度

和晶莹度十分高。

“ 以前， 我 们的

土 鸡 蛋一天 生 产多

少卖多少，但现在大

大减少。”雷华英告

诉 记 者， 受 疫 情 影

响，物流运输不通，

目前积压了近 70 万

枚土鸡蛋。如今，疫

情 慢 慢 减 弱， 物 流

也 逐 渐 恢 复， 她 期

待土 鸡 蛋的销 量能

快速回升。

多 困 难 后， 投 资 300

万元 建 设了一 个面积

2000 平方米的特色米

食加工厂，产品“黑米
馒头”和“黑米粽子”
荣获湖南省农博会金
奖，同时申请通过了11
项有关黑米 种植和加
工的专利。

新 的 一 年， 肖 秀
玲 有 一 个 更 远 的 目
标 ：让 全国人民吃 上
郴州的高山黑 米。 可
是 这个 梦想在突如其
来的疫情前就遭到挫
折，“希望能尽快销售

出去”。

发货，“通过网络直播，我们一

天可以卖出将近 1000 斤。”

“ 骨 子里 就 有一股创 业的

劲。”今年 26 岁的唐云云告诉

记者，她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

弟弟从小患病，导致全身性肌

肉萎 缩， 母 亲常年贴身照 顾，

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父亲的

身上。2010 年，唐云云考进湖

南农业大学。大学期间，她努

力参加社会实践，接触到了许

多种植大户和农村淘宝店主，

其中，就有当时正带领乡亲们

发展农村电商的陈杰。在陈杰

的帮助下，唐云云开始接触网

络，并尝试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农村土特产。

经过实地调研，陈杰发现

水岭乡的土地十分适合种植红

薯，再加上种植红薯的成本低、

回报快，唐云云和陈杰决定种

植红薯。

2017 年，两人 从 外地引进

了冰淇淋红薯，种下 60 亩，“一

下子就卖光了”。

2018 年，唐云云和陈杰种

下了 260 亩从北方引进的更甜

的红蜜薯，制成的红薯干更是

在过年前就销售一空。

顾客的喜爱和当地政府的

支持，让唐云云决定成立公司，

扩大生产规模。

2019 年 3 月， 东安县加 隽

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唐云云成

为了公司法人，建立了无尘车间，

并和 60 多户贫困户合股创办了

东安县水岭乡枧田村高山红薯

种植基地，种下了 540 亩红蜜

薯。但由于秋冬连旱，本应出

产的 320 万斤红薯，却只有 170

万斤，红薯干的制作时间也推

迟了，“没有赶上‘双十一’和‘双

十二’”。

为了保 证 红 薯 干 的 质 量，

削皮、切条、烘干、蒸煮、再

烘干 …… 一系 列 操 作 流 程 都

是 手工 操 作， 这 样 生 产 的 红

薯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却软

糯香甜，红薯的原味特别足”。

因 此，2019 年 年 底 生 产 的 6

万多斤 红 薯 干， 通 过 线 上 销

售，已经销售了近 4 万斤。“本

来 准 备在春 节后的 返 程 高 峰

期 全 部 卖光， 但 是 受 疫 情 影

响，目前还 剩下 两 万斤。”唐

云云说，期待 疫情早日结束，

红 薯 干 也 能 早日销 完， 让 跟

着 她 一 起 种 红 薯 的 6 0 多 户

贫困户能够坚定信心，早日奔

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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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农战疫，滞销优品等你来助力

扫一扫，购黑米
为“养生”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