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妇联出品 今日女报 / 凤网制作

第    期·奋斗篇 13

编
者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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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湘西女“牛客”吴杰智的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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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女“牛客”，二次创业加倍“牛”
“牛客”，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指的是专门从事养牛生意的人，这通常是一个由男性“垄

断”的行业，但有一名女“牛客”，却为湘西黄牛打开了销售之门。
她叫吴杰智，是土生土长的湘西凤凰人。她出生的禾库镇地处高寒山区，属于深度贫困地区，其

中苗族人口占 98%，年人均收入不到 3000 元。早年间，吴杰智凭借自己的努力，从凤凰山区走到
浙江，成了年入百万的女老板。但这个在大众眼里的“人生赢家”，又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
回家乡当“牛客”！

顶着很多人不理解的目光，吴杰智通过几年的努力，把湘西黄牛做成了大产业：4 个县 11 个合
作社加入养牛产业，入社会员已达 619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313 户，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
1800 万……她为什么选择湘西黄牛产业？为此做了哪些努力？8 月 18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长
沙见到了吴杰智，听她讲述了当“牛客”的那些事儿。

扫一扫，
分享脱贫
攻坚她风采

眼前的吴杰智，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心中的“牛客”大相

径庭。她个子不高，打扮入时。

她笑着说，养牛是自己生命

中的“第二次创业”，在此之前，

她做了将近 20 年的服装生意。

1998 年，吴杰智离开湖南，

前往浙江做服装生意，2004 年

创办了服装厂，还建起了纺织厂。

从 织布、 染 色、 设 计 到销售，

她建 立了一 条 完整的生 产 链，

年销售额达到好几百万元。当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时，吴杰智却

选择了急流勇退。

“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回到

家乡禾库镇休养。”吴杰智说，

感受着家乡的青山绿水，吃着

最原生态的苗乡佳肴，辅以传

统的苗药调理，她的身体逐渐

恢复了健康。

恰巧那年，凤凰开展“引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她

了解到，湘西黄牛是全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而凤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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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黄牛可比跑服装销

售难多了！”吴杰智笑言，她

在推广湘西黄牛上花费了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

湘西黄牛肉的价格比其他

牛肉略高，很多牛肉都是十个

月出栏，但是湘西牛肉起码得

两年半，这也使得湘西黄牛肉

质细腻、味香有嚼劲，拥有更

独特的口感。

为了提升牛肉附加值，除

了销售新鲜牛肉，吴杰智又到

长沙、娄底等地与当地牛肉加

工厂合作，对牛肉、牛板筋进

行深加工，制成小袋的麻辣真

空包装。同时她请专家制定了

湘西黄牛养殖标准——纯天

然、无添加的养殖，按每 15

亩草场放养 1 头牛的标准科学

养殖，既不破坏生态，又实现

产业脱贫可持续。

如今，吴杰智的湘西黄牛

销售已经步入正轨，也有越来

越多的合作社和农户加入养

殖湘西黄牛的行列。

目前湘西黄牛已在凤凰县

禾库镇、廖家桥镇等 16 个村

规模养殖，现存栏 3000 余头。

今年，泸溪、保靖、龙山等县

养牛专业合作社纷纷与青禾畜

牧签订销售合作协议，湘西州

与青禾畜牧签订合作协议的合

作社已达 11 个，涉及入社会

员已达 619 户，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 313 户。

“今 年虽然 有 疫 情 影响，

但 半 年 销 售 额 还 是 达 到 了

1800 多万元，年销售额预计

在 6000 万元左右。”吴杰智说。

去年，吴杰智在买黄牛幼

崽上花了 1300 余万元，给养

殖基地的务工人员发放工资

150 余万元。

但 吴 杰 智的梦 想不止于

此。她告诉记者，“湘西黄牛

的产值可以达到两个多亿，我

们现在的销售还是跟不上的。”

而在今年 9 月，她将在济南做

一场湘西黄牛的专场销售会，

也会在长沙开销售会。

8 月 初， 吴 杰 智 接 到 了

第一笔来自国外客户的订单，

高兴得半夜都没睡着。她希

望能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湘

西黄牛，也希望通过黄牛产

业，让年轻人回到家乡，脱

贫致富。

现在，吴杰智从澳大利亚

学成归来的儿子也在帮她做

黄牛销售。“我常常跟儿子讲，

社会的发展和一代代的年轻

人是有关系的，我们要为推进

社会的进步出一份力。”在吴

杰智看来，吃住行只要有最基

本的保障就可以了，为社会做

贡献才更有价值。

公司一开始发展得并不尽

如人意。

“黄牛没有形成产业，很多

农民都不想养黄牛了。”吴杰智

说，后来，她想出了“公司 +

基地 + 村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

的养殖模式。

为什么要把村支部加进来？

吴杰智告诉记者，因为她确定

了一条养牛的思路 ：“团结互助，

共同致富。”由村支部出面，给

村里养牛的农户分组。她举了一

个例子 ：“比如说 10 家人共养了

20 头牛，那他们就可以组成一

个小组，每家人轮流去放牛。和

以前‘单打独斗’相比，这样节

约了非常大的人力成本。”

为了劝说农民加入养牛行

列，吴杰智跑到各个村落，和

农民一户一户签约，“那段时

间，我的司机都换了四五个”。

她向农民们保证，会为养牛提

供技术支持，黄牛出栏后，以

高出市场价 10% 的价格回收。

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买不起黄牛

幼崽，公司可以先行垫付资金。

就这样，养黄牛的农民越

来越多。与此同时，吴杰智把

自 己 的 微 信 名 改 成 了“ 吴 杰

智——青禾畜牧《禾库牛客》”，

风风火火开始了湘西黄牛的宣

传和销售。“我们线上有淘宝

店、抖音号，还会直播带货，

线下有湖南的各大企业、党政

机关食堂等销售渠道。”吴杰智

说。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湘西

黄牛，已经卖到了山东济南。

2019 年初，凤凰县与济南

市天桥区结成东西部扶贫协作

区县。吴杰智得知后，一个人

跑到济南市天桥区，向区领导

汇报能否将湘西黄牛肉纳入消

费扶贫。得到区领导重视后，

当年她就在天桥区开设了湘西

凤凰专卖店。

为 了 在 济 南 推 广 湘 西 黄

牛，吴杰智一年中有一大半的

时间待在济南。她到天桥区的

单位、企业、商场宣传，免费

让客人品尝。由于品质好味道

佳，湘西黄牛肉被济南市政府

机关食堂采用。从 2019 年 8 月

到 2020 年 春 节， 短 短 半 年 时

间，吴杰智在济南的黄牛肉销

售额就达 800 余万元，直接带

动 167 户养牛户 ( 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72 户 ) 增收脱贫。

卖掉服装厂，建起养牛场

抓住机遇，把湘西黄牛肉卖到省外

半年销售1800 余万，接到首个国外订单

吴杰智（左）
和村民成了
好朋友。

在 吴 杰
智 的 努 力
下，湘西黄
牛肉被深加
工制作成为
各种老少皆
宜的零食。

品质优越的湘西黄牛，让吴杰智甘愿做一名“牛客”。

资源丰富，是天然的湘西黄牛

养殖场。但品质优越的湘西黄

牛，却一直没有在市场上打响

名号，存在销售难的问题。

“我小时候，家家户户都养

牛。”吴杰智回忆说，那时的

她，也是早上起来放完牛再去

上课，逢年过节，家里还会杀

头牛，吃不完的会做成腊牛肉、

牛肉干。

得知湘西黄牛销售难，吴

杰智做了个市场调研。她发现，

因为没人耕种，农村荒了很多

地，而且养牛对劳动力的需求

并不 高，“ 老人和 孩子都能 养

牛”。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湘

西黄牛品质的信心，吴杰智决

定，不做服装生意了，回乡当“牛

客”去！

相继卖掉了服装厂和纺织

厂，2016 年，吴杰智投资千万元，

成立了湖南青禾畜牧发展有限

公司，还租下 13000 亩草场和

荒山，建立了养殖基地，从光

鲜亮丽的服装厂董事长变成了

行走在乡间的“牛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