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种 变 化，让 在 这

里土生土长的陈坤感到

莫名的心酸。“因为是自

己的家乡，就算是再差，

你也会要想办法去改变

她。” 在与家人商量 后，

她决定回集中村发展特

色 农业，给父老乡亲和

贫困户创造再就业机会，

让 这 片土 地 焕 然 一 新。

2016 年 6 月， 陈 坤注 册

了公司，在灶市街道和集中村

的支持下，流转了 1500 亩土地

和田地。

开荒、修路、水管预埋、建

厂房……陈坤在投入自有资金

500 万元的基础上，又贷款了

100 多万元。经过四年的努力，

昔日的采煤沉陷区变成了四季果

园。记者看到，这里种植了无花

果、樱桃、红美人、红梨、白沙

枇杷等高端品种水果，并套种了

适合南方的药材花卉、黄花菜、

茶叶等，还时常有成群的鸡、鸭、

鹅在林间悠闲地“踱步”。

“鸡、鸭、鹅的粪便可以变

成肥料，它们吃虫可以减少农药

化肥使用，而且鸡、鸭、鹅本身

也可以增加收入，吃起来口感也

好。此外，秸杆不烧，而是粉碎

后变成酵素肥料。”在陈坤用心

打理下，这里初步变成了四季有

果、四季有花的集休闲餐饮、农

事体验、社会实践教育为一体的

绿色生态农庄。

“经常有人到我这里采摘水

果，仅此一项有时一天就可以

销售 2000 元。”陈坤告诉记者。

当记者坐上陈坤家唯一一辆

汽车时，颇有些吃惊，因为那是

一辆破旧的手动档一汽森雅 M80，

指导价约 6 万元，这与“老板”形

象有些反差。在此之前，记者了解

到的是，她和丈夫邓正顺已经拿出

500万元现金回乡创业。

“是有很多人不解，他们会

说，你为什么不去买台好点的新

车？”43 岁的陈坤告诉记者，她

和丈夫在耒阳市做电脑生意，积

累了一定的身家。“她去做农业，

我比她晒得更黑。”邓正顺也调

侃说。

原本可以安逸生活的他们，

为何选择过这样的“苦日子”？

这一切还得从四年前说起。

2016 年初，陈坤回到自己的

娘家——耒阳市灶市街道集中

村探亲，却发现当地冷冷清清。

原来，耒阳矿产资源丰富，尤其

煤炭勘探储量居湖南之冠，而

集中村也曾是煤矿主产区。2012

年后，耒阳煤炭经济由盛转衰，

集中村也因多年煤炭开采，成为

采煤沉陷区。村里人为了生存，

大都外出务工，老弱病残皆被留

守，往日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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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女性作用愈发突出，不可替代。继湖南省妇联开展的“巾
帼初心耀三湘”——“红色湘女故事汇”和“传承篇·寻访三八红旗手”系列专题报道后，我们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奋斗篇——“脱
贫攻坚她力量”专题报道。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村庄，讲述脱贫攻坚中的巾帼故事，展现她们在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责任和担当、智慧和力量、柔情和美丽，彰显新时代湘女的新作为。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耒阳市巾帼建功标兵陈坤的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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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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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变果园！她打造可复制种植模式

在采煤沉陷区搞种植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坤告诉记

者 ：“这样的地方通常留不住水，

有些田补下窟窿还能种，而这样

的山地就基本上留不住水了。”

但陈坤有办法。她在山上

开辟梯形种植地后，每一层隔

一段地就挖一个水池，在水池

里铺上土渗膜隔水，“只要下雨，

就可蓄水”。而且，她会把池子

附近的草都留下来，还给它施

肥，“草可以帮忙蓄土，免得雨

水把土地冲垮了”。

解决水的问题和基础设施

建设后，2017 年，陈坤开始试

种水果。她最开始选择的是对

土壤不怎么挑剔的无花果。“无

花果容易被风吹倒，山里风大，

我就把无花果树进行修剪，让

主干保持 60 厘米高。”无花果

当年就挂 果了，销到长沙、郴

州、 衡阳等地。“ 无 花 果成 熟

时间长，从 7 月到 12 月底都是

采 摘 期，很 适合 做休 闲 农 业，

因为是分批上市，也不会造成

滞 销。”陈 坤介绍，考虑到无

花果保鲜期短，她将无花果做

成 果干和果 酒，“ 去年 市场反

响非常好”。

在试种的过程中，陈坤养成

了一个习惯，每天做记录 : 当天

是什么天气；一亩地种了多少棵

树，间距是多少；施了多少肥；

用了多少人工等。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陈坤知道，贫困户

家庭条件不好，不敢尝试，承

担不起损失，“我们试验成功后，

再让他们去复制。”而且，很多

贫困户文化水平不高，形成了大

数据，就可以分享给别的贫困

户，指导他们种植。陈坤认为，

贫困户在自家地里种植无花果，

一年赚 2000 元没问题。

2019 年，陈坤种植无花果

的经验开始在衡阳市妇联的扶

贫点耒阳市新市镇大兴龙村复

制。她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免

费提供种苗。目前，大兴龙村

精准记录经验供人复制

创业伊始，陈坤就立下一个

规矩——优先雇用当地贫困户

或者妇女。

“我有时间就过来做，没时

间就 请一下假。”集中村 66 岁

村民刘洪国告诉记者，他的妻

子未生育子女，并且中风多年，

由于必须抽时间照顾老伴，他

只能靠兼职做水泥工补贴家用。

陈坤了解情况后，将公司所有

适宜的泥水工、除草工都交给

刘洪国来做，并灵活安排其工

作时间。他在公司每月可拿到

2000 元以上。

贫困户刘功文几年前患脑

瘤，不能从事过重的劳动，家中

主要经济来源是他母亲伍恢凤

去做零工，但去年伍恢凤做了心

脏搭桥手术后也不可再从事重

体力活。陈坤想到伍恢凤做手

工豆腐和青粑是个好手，便试

着请她做青粑，以公司品牌包

装后进行销售，结果广受好评。

“当地有好些妇女会做手工

糍粑、艾叶粑、豆皮、豆腐等，

我就想把他们集中起来做深加

工，利用她们熟悉的手艺，来

带她们脱贫致富，这样她们不

仅工作轻松，能赚工资，我还

会给分红，而且，我打算成立

一个手工体验区，让更多的人，

尤其是年轻人 来体 验。”陈坤

介绍。

目前， 周 边 共 有 38 户 136

人参与了陈坤公司的灵活就业，

其中女性就业占比 68%。产业

带 动灶市街 道贫困户 30 户 71

人。公司已免费培训当地贫困户

及农户学习剪枝、果干果酒制

作、电脑操作等 280 人次。

百果花园正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欢迎，陈坤也非常感激当地

政府和妇联的关心。灶市街道

副主任兼妇联主席谢菲告诉记

者 ：“我们对陈坤是有求必应。”

“衡阳市妇联主席周红玲来

我这里调研过，耒阳市妇联主

席李纬多 次帮我跑 相关部门，

争取立项。”陈坤说，在各级妇

联的关心下，她还获得了前往厦

门大学等地培训学习的机会，“不

仅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还

交了很多朋友”。

继去日本和韩国学习农业经

验后，最近，陈坤又在学习如何

做电商，准备拥抱更大的市场。

每 天 清 晨， 在 衡
阳耒阳市灶市街道集
中村的一座山上，总
会看见一名女子绕山
走一圈，她偶尔停下
来 看 果 树 长 得 怎 么
样，有时用随身带的
剪刀修剪一下，有时
用手机拍个照，然后
发给工人，提醒除草
除虫。

郁郁葱葱的环境
让人难以想象，这里
曾 经 是 采 煤 沉 陷 区，
山上长的全是杂树杂
草。在这名女子的精
心打理下，如今不但
果香四溢，而且成为
当地贫困村民脱贫致
富的平台。

她 叫 陈 坤， 衡 阳
市妇联执委、耒阳市
巾帼建功标兵、耒阳
市 百 果 花 园 生 态 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原本在城里做电
脑销售、生活安逸的
她，为什么会选择回
到乡村呢？

近 日，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来 到 集 中
村，探寻陈坤“为贫
困户打造可复制种植
模式”的扶贫故事。

创业立规矩：优先贫困户或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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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分享脱贫
攻坚她风采

废弃矿区变成四季果园

陈坤（右）向贫困户讲解种植要点。

扫码看视频，看陈坤
的扶贫妙招

种植无花果 30 亩，带动当地贫

困户 42 户 92 人。

陈坤陈坤办公室挂了很多“扶贫”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