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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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湘潭县花石镇琵琶村支书周春花的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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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守山村，“琵琶”脱贫有苦有甜

“我们支书三天两头来
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
我都不好意思了！”说这
话的人名叫张兰香，她家
是湘潭市湘潭县花石镇琵
琶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她口中的支书，指的是村
党支部书记周春花。

在 周春 花的带 领下，
张兰香一家通过养鸡、种
植水稻、湘莲等产业成功
脱贫，每年能增加两万余
元的收入，加上丈夫和儿
子都在外打工，自己在村
里当保洁员每月还有 500
元的收入，张兰香一家的
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起
来。

和张兰香一样，通过
发展产业， 琵琶村已有
61 户贫困户、185 人脱贫，
仅剩 1 户 1 人尚未脱贫。
曾经的省定贫困村，如今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来到琵琶村，探访周
春花充满“酸甜苦辣”的
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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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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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支 书 酸 甜
苦辣扶贫路

 酸 “孙子都不认识我了”
在 2014 年当上村支书之前，周春花曾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长达

26 年。“我老公本来不想让我当妇女主任，还是当时的老领导鼓励我，

说我肯定行。”所以，当年在儿子才满 1 岁时，周春花就成为了一名村

妇女主任。在丈夫和婆婆没空带儿子时，周春花便带着儿子去开会，“当

时的乡镇干部，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我儿子的。”

一晃 26 年，周春花没来得及松口气，便马不停蹄上任琵琶村党

支部书记，并在 2019 年获评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作为村党

支部书记，她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但她说，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妈妈、

奶奶。“想到家里人，我就好心酸。”

周春花的儿子在长沙工作，现在已经结婚生

子。由于村里工作繁杂，她几乎一年到头都在村

里。儿子结婚时，她去了长沙四天，儿媳妇生孩子，

她也只待了三天。“现在小孙子看到我，都不让

我抱。”说起这些，周春花的眼中泛起泪光。

有人劝她，儿子一个月光请保姆就要花几

千元，她年纪也大了，不如去帮忙带孙子。甚至

还有人怀疑，她连儿子一家的事都不管，一心

扑在村子里，“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可捞？”面对

劝说和误解，周春花说，她爱这份工作，“哪怕

碰到再多的不理解，我都要用自己的诚心打动

别人，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阻碍，脱贫的目标不

能放松。”

 苦  扶贫工作比“996”还繁重
相比引起网络热议的“996”，周春花的工作常态称得上是

“5+2”和“白加黑”。由于家里人都在长沙，她一个人住在村里，

经常加完班后懒得做饭，一包泡面就是一顿饭。

因为加班，周春花还曾让花石镇的女干部们心惊肉跳。

那天，周春花在村部整理台账，手机落在家里了，不知不觉中

就加班到晚上十一点。等她到了家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上竟

有数十个未接来电。

“我刚好有事情找她，结果她一直不接电话，我都急死了。”

花石镇妇联副主席彭娜告诉记者，她知道周春花是一个人住

在村里，深夜没接电话，万

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还

好是虚惊一场。

周春花也觉得有些不好

意思，但她随即正色道 ：“扶

贫工作就是这样，有什么问

题都得帮他们解决好，哪有

轻松的时候呢？”

为了能让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都有一份工作、多一

份收入，周春花经过多次与

镇劳保站衔接，建起了琵琶

村“就业服务站”，定期组织

全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

展就业培训，将就业岗位送

至家门口。“我们建了微信群，有合适的招工信息就发群里，

如果有人有意向外出打工，我们还能安排接送。”贫困户胡新

河的妻子前两年患上子宫癌，治疗费花了不少钱。孩子在读

大学，他自己也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工作很难找。周春花

通过各种渠道，为他找到了一份当保安的工作，他的妻子也

在一家超市当理货员。夫妻俩都有了工作，面对生活也更有

奔头了。此外，琵琶村四类人员危房全部改造完毕，全村人

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辣  贫困户“辛辣”提问，她见招拆招
“你们天天走访贫困户，是不是都给他们送钱送东西了？”

“我们家有四五个孩子，为什么不能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你

儿子一家在长沙，你却在村里，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可捞？”

……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这样的“辛辣”提问，周春花不

知经历过多少次。

脱贫不能“等靠要”，扶贫不能靠送钱送东西，这是周春

花一直坚持的主张。“哪怕有人不理解，有人骂你，但不符合

政策的事情我不做。”周春花说。

这些年来，周春花通过宣传标语、入组召开户主会、上门

宣传、“一对一”帮扶和政策培训等多种形式，让贫困户和广

大村民了解了脱贫攻坚“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纠正少数人“等靠要”思想，坚持做到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齐

步走”。曾经有个贫困户有“等靠要”的消极想法，周春花通

过做工作，给他在村里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让他靠自己的

双手挣钱。

为了提高村民的凝聚力和幸福感，周春花对村里的基础建

设也毫不放松。近年来，全村新修道路 1000 余米，道路硬

化 4200 余米，实现了全村组道道路硬化全覆盖，入户率 98%

以上。硬化水渠 5700 余米，山塘清淤及硬化 11 口。向上级

农电部门争取农网改造，增加变压器三台，部分线路进行了

改造。琵琶村的村民正迎来火辣辣的生活。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唐天喜

周春花

周春花在村里了解鸡场建设进度。

 甜  房子建起来了，日子也红火了
不能和家人团聚的心酸，在看到贫困户过上好日子后便转换成了

浓浓的甜。

“村里养鸡场的初步验收通过啦！”周春花一脸喜色。她告诉记者，

等养鸡场正式投入使用后，全村 62 户贫困户可全部入股，实现收益

分红，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性收入可增加 8 万元左右。

验收完养鸡场后，周春花又忙着走访贫困户。张兰香今年 47 岁，

身体一直不好，婆婆也卧病在床，大儿子前几年出了车祸，膝盖粉

碎性骨折，现在也做不了重活。曾经，如何帮扶像张兰香这样的贫

困户，让周春花操碎了心。

琵琶村位于湘潭县花石镇南端，距县城 60 余公里，距镇区18 公里，

地处偏僻山区，也没有产业支持。周春花任村支书时，琵琶村刚和

其它村合并，她知道，当务之急是调研摸底，准确掌握贫困户的情况，

建立好台账。

在多次实地考察和走访之后，周春花决定发展产业。“村民大多

靠务农维持生计，但由于种养水平低、农产品无处销售等原因，经

常事倍功半，看不到效果。” 

2018 年 4 月，琵琶村正式成立湘潭金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合

作社免费向贫困户提供猪、羊、鸡等种苗及技术指导，待出栏时再

进行统一回收销售。一开始，有很多贫困户担心赔钱、收不回成本，

对合作社十分抗拒，周春花便组织驻村帮扶队和村支两委一家一户

上门做工作。村民担心成熟后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她就和合作社沟

通与大家签订保底收购合同；村民们有些拿不出启动资金，她就同

村支两委商议对贫困户种植水稻、湘莲进行产业奖补，最大程度上

降低贫困户发展种、养殖业的成本及风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如此一来，村民们对合作社有了信心。目前，琵琶村种植湘莲

800 亩，产业扶贫政策已惠及全村 58 名贫困户，安排 4 名贫困户在

合作社长期就业，带动 37 名贫困户脱贫，人均增收 2000 元 / 年。

勤快的张兰香也在其中。“周书记给我们送鸡苗，送技术指导，

还发放补贴让我种植湘莲，去年种的白莲卖到了60 元一斤呢！”张

兰香高兴地说。此外，周春花还给张兰香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

村里的保洁员，每月有 500 元的工资。现在，张兰香一家的房子建

起来了，日子也红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