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引了更多村民购买马匹加入马

帮。“马最多的时候达到 120 匹。”

吴厚开说。

贫困户陈查玉一家就趁此机

会加入了马帮。陈查玉和丈夫身

体都不好，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

担，她买了一匹马，载着游客游

览茶马古道。“差不多 10 里 路，

走上 1 个小时，可以赚 100 元。”

陈查玉告诉记者，牵马的时候，

她还可以和客人聊聊天，介绍茶

马古道的风景和故事，“一年下

来，收入万把块钱不成问题”。

儿女成家、已经闲下来的刘

梅花也再次购买了一匹马，又开

始忙活起来。“今年 4 月恢复营

业以来，我已经赚了 1 万多元。”

刘梅花高兴地告诉记者，灰灰跟

自己是“老熟人”了，十分听话，“马

帮也给我们和游客都买了保险”。

“我们是南方最后一支马帮

了。”吴厚开介绍，如今有不少

成员外出务工，马帮只剩下 40

匹马，且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游

客以安化本地为主，“暑假是茶

马古道的旅游旺季，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来玩，8 月一个月，马帮

的集体毛收入达到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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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近日，湖南省2020 年“记者在扶贫一线”活动启动，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和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从省直新闻单位中选派出20 名优秀编辑记者分别深入 20 个贫困摘帽县，开展蹲点式、体验式、跟踪
式采访报道。

今日女报社响应号召，派出记者欧阳婷蹲点益阳市安化县扶贫一线，同时推出“女报记者在扶贫一线·上新了！安化”
栏目，通过漫画、视频、H5 等新形式，抖音、头条、微博等新平台，诉说安化精准扶贫历程中的新人、新事、新成果。

编
者
按

茶马古道上的女人：牵马待客把钱赚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视频剪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超

上     了！安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欧阳婷 通讯员 周珺

杰）9 月 26 日，第六届“湘

九味”中药材论坛暨“安

化黄精”品牌发布会在益

阳市安化县举行。开幕式

上，安化县被授予“中国

多花黄精之乡”牌匾，安

化黄精获得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证书、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

同时举行了 11 个产业项

目的集中签约仪式，签约

总 金 额 达 到 12.1 亿 元 人

民币。

益阳市副市长黄东红

在致辞中指出，中医药产

业具有“大地增绿，民众

增收，财政增源”的显著

特点，是典型的“生态经

济”。安化县生态环境多

样，中药材种类丰富，产

业规模日益壮大，是“中

国多花黄精之乡”“中国

厚朴之乡”“全国农村中

医药工作先进县”“湖南

省中药材 种 植 基 地 示范

县”，正逐步引领全市中

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益

阳市 将以 此次 论 坛为契

机，将全市中药材产业发

展推向新的高潮。

近年来，安化县积极

培育以“安化黄精”为核

心的“安五味 · 养五藏”

公共品牌，规划建设 900

公顷中医药健康产业园。

目前，全县共实施中医药

健康产业扶贫项目 33 个，

投 入 资 金 3684.6 万 元，

直接帮带 1.8 万贫困人口

脱 贫， 带 动 12.8 万 农 户

从事中药材种植及其关联

产 业。2019 年， 实 现 中

药材年产 6.8 万吨，总产

值 22.3 亿 元， 中 医 药 健

康产业已成为推动县域经

济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的重要特色产业。

高城村

9 月 16 日，安化县江南镇高城

村在连日阴雨后，迎来了难得的晴

朗天气。村民刘梅花将自家的马儿

“灰灰”牵到门前的草坪晒太阳，

她开始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而

离刘梅花家不远，和她同一马帮

的成员正在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

领着他们进入茶马古道景区。

作为“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的

安化，古道、黑茶穿越千年，自历

史中蜿蜒而来；而茶马古道上的马

蹄印，依旧在现实中延续。

“ 我 是 我们 村里 第一 个买马

的。”当年的记忆，依旧印在 67 岁

的刘梅花脑海。40 年前，刘梅花

的丈夫贺群生因病无法养家，而家

里还有年迈的婆婆和两个嗷嗷待哺

的儿子，担子便都落在了她的肩上。

为了生活，刘梅花跟着村里人

一起挑着货到山外卖。高城村原

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地处

大熊山麓半腰，交通不便，大部

分运输都是依靠人力。心疼妻子，

贺群生决定“斥巨资”买一匹马，“当

时就花了600 多元”。

有了马以后，得以喘息的刘梅

花开始思考如何赚更多的钱。冬

天到了，她到家附近的山上以 6 元

100 斤的价格购买了 300 斤木炭，

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场上，再以

16 元 100 斤的价格转卖出去。卖

木炭赚了钱，她又从市场上进了油

盐等生活物资，用马驮回来，再

卖给村里人。

就这样，靠着这匹马和自己的

力气、心思，刘梅花家的日子越过

越好。见状，其他村民也纷纷掏

钱买马。

随着买马的人越来越多，村民

吴厚开提议成立“马帮”，统一管理，

也可以互相帮衬。

1986 年，在吴厚开和贺群生

的协调下，高城马帮成立，将山里

的货物运出去的同时，又带回村民

生活必需的产品。

随着马帮的发展，一开始只有

5 匹马的团队扩充到 40 余匹。“每

一匹马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吴厚

开告诉记者。

还是靠着这匹马，在丈夫去世

后，刘梅花独自将三个孩子拉扯大。

2008 年，安化县政府决定将

茶马古道开发成风景区，来高城村

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游客的到来，让原本只背货的

马帮有了新思路。人牵着马、马载

着客，在茶马古道转悠一圈，一次

至少可以赚几十元——这笔生意

在安化县滔溪镇新联村村民

刘陶范新家的墙壁上，贴着两首

字迹工整的诗——《脱贫颂》和《扶

贫果》。

《脱贫颂》讲述的是刘陶范对

当地易地搬迁的感受。他一家四口

原本住在新联村彩莲界，海拔 800

余 米，交 通落后，“买一支 牙膏、

一包盐都要走上十多公里山路”。

秋冬时节，山里的水汽凝结成冰，

路滑难行，容易被困在大山中，刘

陶范和妻子李子南必须提前准备

好过冬的物资；夏季缺水，刘陶范

需要下山挑水供一家人使用。不仅

如此，教育和就医也都是大问题。

因此，他在诗中写道 ：“彩莲原住

高山岭，农房分散各西东。生存条

件多恶劣，地域偏僻实贫穷。”

刘陶范想过要搬到山下住，但

搬迁费用对他而言，实在是太过

高昂。

2015 年，安化县扶贫办驻村

工作队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

将住在山里的 27 户贫困户搬下来，

消除地 质灾害安 全隐患的同时，

也解决彩莲片区村民出行难、就

医难等问题。

新联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姚品中告诉记者，刚开始，

山上的住户还有些犹豫，“他们担

心搬迁是要钱的，也担心搬下来

后靠什么生活”。

经过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和

村干部持续做思想工作，2016 年

底开始，建档立卡贫困户 27 户、

同步搬迁户 6 户陆陆续续搬到了

山脚的易地搬迁安置点，开始了

新生活。

“生活确实变化大。”刘陶范

告诉记者，如今不仅水泥路直通

家门口，买东西走上几步路就到，

而且家家户户都喝上了放心水，

用电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

孩子上学的问题也到了解决，“以

前同一个村，都要到学校旁边租

一套房子陪着孩子上学，不然就

会迟到”。

因为生活 越 来 越 幸 福，2018

年 9 月，刘陶范在《脱贫颂》的后

半段写道 ：“党政英明决策好，整

体搬迁助脱贫。如此恩情撼世界，

落后村子变小城。”

为了打消搬迁贫困户对未来生

活的担忧，村里保留了他们在山上

易地搬迁搬来幸福，村民写诗写下感激新联村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日 子
清闲下来，
刘 梅 花 再
次 购 买 了
一 匹 马，
载 着 游 客
游 览 茶 马
古道。

的生产资料，每户都有自己的茶

园，有几头猪或者一头牛；同时，

加大对贫困户的产业扶贫力度，

确保每户都能发展家庭小产业。

如今，已有 60% 的贫困户种植

中药材。

刘陶范家就有两亩多茶园，

种植了黄精、厚朴、玉竹等中

药材，还托养了一头牛，“我们

老两口在家，一年的收入也有

一万多”。日子越过越好，刘陶

范提笔写下第二首诗《扶贫果》，

诗里不仅描绘了村子的新面貌，

也表达了感激之情 ：“幸福感谢

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

姚 品中 介 绍，2014 年， 新

联村共 有 313 户村民，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 101 户，而村集体

收入为零，村民人均收入只有

1880 元。如今，村里建起了光

伏发电站，在产业扶贫的帮助下，

村民的人均收入 2019 年底已经

达到 12480 元。

“我正在酝酿第三首诗。”刘

陶范说，“这首诗的主题就是‘奔

小康’了。”

来 跟
生活比个
耶！ 易 地
搬迁搬来
幸 福， 刘
陶范和妻
子李子南
十分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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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化黄精”品牌

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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