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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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村妇联执委杨金婷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变废为宝，她在重金属污染地种出“青”希望

扫一扫，
分享脱贫
攻坚她风采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重金属污染耕地还能种什么？怎么种？市场在哪？正当大家茫然失
措的时候，株洲市攸县宁家坪镇笔武村妇联执委、蔬而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金婷站了出来：“种植青贮玉米、加工青贮饲料！”

正是在她的带领下，当地贫困户因种植青贮玉米而脱贫致富；还有
更多的贫困户或到她的公司就业，或参与分红。她的公司成为省重点产
业扶贫基地，她本人获评“株洲市扶贫攻坚先进个人”“株洲市最美女性”
等荣誉。

9 月 17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攸县，探寻杨金婷的扶贫故事。

位于株洲市攸县宁家坪镇笔武村的

蔬而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9 月 15 日

又一次迎来了全省各地的客人。当天，

湖南省昆虫性信息素应用技术现场培

训研讨会在此召开。

“今年，我们迎来了 5 个全省性的

会议。”9 月 17 日，在绿树掩映、凉风

习习的农村庭院，蔬而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金婷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这在 20 年前，是她无法想象的。

“我和老公当年都是下岗职工。”46

岁的杨金婷回忆，1998 年她从原攸县

纺织品公司下岗后去江苏打拼。2003

年，她和丈夫丁建兵响应家乡政府的号

召，回到丈夫家乡从事放心蔬菜销售工

作，建立了广阔的市场销售网络，积累

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和原始资金。

其中，杨金婷夫妇种植了不少玉米。

“因为环保需要，玉米秸杆不准燃烧了，

看着成堆的玉米秸杆，我们心里焦急，

开始考虑转型。”

转型种什么呢？ 2014 年，杨金婷

和丈夫花 2 个月时间，走访了 13 个省，

调研、学习，发现玉米秸杆也能做饲料。

“600 元 / 吨，当年的玉米秸杆全卖给

了一家养殖场。”

2015 年，杨金婷开始尝试种植青

贮玉米。“这种玉米可用来做优质饲料，

可以卖给奶牛厂。一头奶牛一天通常要

吃约 20 公斤青贮玉米。而且它适合在

重金属污染耕地上种植。”杨金婷告诉

记者，她目前种植了 10650 亩青贮玉米，

其中种植面积有 70% 是重金属污染耕

地，“根据国家规定，有 100 多种农作

物可以种植在重金属污染耕地上而不

受影响，其中就有青贮玉米。”

“我们流转农民已经抛荒的重金属

污染地，一则让他们增加收入，二则可

以带动他们来种植。”杨金婷说。

“农业创业有三座大山：水、旱、

虫灾。”杨金婷告诉记者，“今年风险算

低的了，被淹了几百亩，去年被淹了

上千亩。”此外，南方的土壤湿气太重，

适合种水稻，并不适合种植青贮玉米。

“玉米大多种植在长江以北地区。”为

此，她对当地的土地进行了水系改造，

通过沟渠设计，把当地的水土改成旱

土。“在北方种植青贮玉米，成本大概

是 200 元 / 亩，我这里要 500 元 / 亩。”

为了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

附加值，杨金婷多次联系科研部门，与

湖南省农科院作物所和湖南农大建立

了产学研技术合作。公司先后投资近

3000 万元建立了 5000 平米的蔬菜加工

厂和 30000 平方米的青贮饲料加工厂。

如今，蔬而康公司注册了“丁老根”

商标，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已与温氏集

团、健源奶业、皇氏乳业、南山牧业

等大型企业建立了供货关系，年产值

2000 余万元。

“注意安全，等机器离开了，再去

地里捡玉米。”蔬而康公司收割玉米时，

56 岁的贫困户刘文明赶来帮忙照看。

“我们现在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作业。从挪威、德国、日本等地买来

自动化机器，投入了 2000 多万元。”

杨金婷告诉记者，“机器作业有时会

有盲区，有老百姓去地里捡玉米时，

司机就会看不见，容易发生危险，因

此，我们每次作业都会安排人在一旁

照看。”

“我家的青贮玉米收割完了，又到

这里来做临时工，有一百多块钱一天

呢！”刘文明告诉记者。

刘文明是宁家坪镇田心村人，多

年前离婚，家境困难，2018 年在杨金

婷的影响下，开始种植青贮玉米，如

今一年可赚 4 万元。“他没钱买种子、

肥料、农药，我就垫付，等他赚了钱

再还我。”杨金婷告诉记者，“同时，

我们给他免费提供技术，还帮他销售。”

仅 2019 年， 公 司 就 带 动 了 周 边

142 户农户种植 1700 余亩青贮玉米，

其中有 20 户贫困户。而作为省重点产

业扶贫基地，蔬而康公司受县政府委

托，已与 12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

了委托帮扶合同，一年可为贫困户增

收 15 万元。

如今，在杨金婷的带动下，宁家

坪镇周边的上云桥镇、新市镇等 4 个

乡镇都开始种植青贮玉米，邻近的县

也有了种植。

“在公司的发展当中，我们非常感

谢县妇联。”杨金婷告诉记者，在县妇

联副主席罗艳的牵线搭桥下，杨金婷

把产品买进了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此外，在产业扶贫工作中，株

洲市妇联和攸县妇联多次到公司给予

指导。“我们在公司成立了妇女之家，

开展技能培训，安排了 28 名农村留守

妇女和返乡农民工就业。”

在株洲市妇联和攸县妇联的支持

下，杨金婷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近年来，她先后在攸县宁家坪镇笔武

村、龙田村、田心村等地捐款 20 余

万元用于筑路架桥、装路灯；捐资近

10 万元进行扶贫助学；拿出近 10 万

元在重阳节慰问老人，为贫困户购买

保险。

展望未来，杨金婷的想法是，五

年内实现饲用作物种植 2 万亩，带动

更多人增收致富。

“我终于看到还债的希望了。”9 月

17 日，在蔬而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68

岁的贫困户刘苏联开心地告诉记者。

刘苏联的丈夫几年前因患肝癌去世，

家里欠了不少债，她的儿子则患严重类

风湿病，手脚有些变形，不但丧失了劳

动能力，而且每月还要花 800 元吃药，

儿媳因家境困难离家出走多年。前年，

她自己在家干农活时摔了一跤，腰部受

伤，而后不能从事田间农活。“最困难的

时候，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天天哭，都

想死了算了。”刘苏联回忆。

2018 年，杨金婷获悉刘苏联的情况

后，请她在公司厨房帮助做饭，晚上守

传达室，公司包吃包住后每月支付她工

资 2000 元。“我总是还没上班就先预

支了工资，去还债。”刘苏联说，“公司

包吃包住，我每月可以不用花一分钱。”

笔武村的一名妇女告诉记者，她多

年前借给了刘苏联 5000 余元，本来对

她还钱没有抱什么希望了，“谁知，她竟

然还给了我”。

像刘苏联一样在蔬而康上岗而慢慢

摆脱贫穷的人可不少。贫困户张兆祥是

个五保户，快 70 岁了，体弱多病，经常

吃了上顿急下顿。杨金婷根据他的实际

情况，公司流转了他的土地，统一经营，

每年给予分红 2000 元；同时安排他在

公司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除草，

或看护设备，公司每年支付工资15000元。

“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我

们选择与贫困户结对进行分贷统还，实

现利润分红。”杨金婷介绍，“公司还会

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公司

就业，根据贫困户的实际劳动能力安排

工作，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实现工资性

脱贫。目前，公司已优先安排 62 个贫

困户就业，预计全年支付贫困户工资 50

万元。”

重金属污染耕地上的生机

“不想活了”的贫困户因她喜笑颜开

公司成了省重点产业扶贫基地

青贮玉米地成了
杨金婷（右一）和村
民们的欢乐天地。

扫码看视频，听杨
金婷的扶贫心声

杨金婷（右）得空时也会和刘苏联一
起择菜、话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