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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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女孩”周小梅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站”着开网店，她把山货卖成“香饽饽”

扫一扫，
分享脱贫
攻坚她风采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蒋艳丽

“小梅啊，我家里的核桃熟了，能帮我从网上卖掉吗？”
“好的！”
10 月 24 日，在永州市新田县大观堡村，独居的 88 岁老

人刘杨休找到了村里的残疾女孩周小梅。周小梅买了两斤核
桃，尝了尝，然后为老人拍了短视频，“老人家里只有一棵核
桃树，产量约 30 斤，没有打农药也没有施过肥，个头比较小，
但颗颗很饱满，味道比我以前在市场上买的好吃很多，自然
成熟，手工剥皮，没有任何添加剂”。这条短视频发布到火山
小视频平台后，刘杨休家的核桃很快就被预订一空。人意外
的是，周小梅是一名患有“不死的癌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除四肢能活动外，不能弯腰下蹲，不能坐。

可就是这样一名残疾人，她抓住脱贫攻坚的难得机遇，
不但为自己开创出生活新天地，还帮村民销售红薯干、野菊
花茶、大豆、花生等农产品，近三年的销售额约 100 万元。

2018 年，周小梅被评为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2020 年被评为“湖南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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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弯腰不能下蹲不能坐

在记者与周小梅聊天的过程中，

新田县商务局驻枧头镇大观堡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刘季华来周小梅家走

访。刘季华搬来了长板凳，但周小

梅一直站着。

“她只能站着，不能弯腰。”刘

季华解释。

原来，今年 34 岁的周小梅自幼

患病，2006 年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

炎，这种病在医学上被称为“不死

的癌症”。

“我从小学开始就感到疼，但以

前都被当作关节炎来治疗。”周小梅

回忆，在长身体的年龄，她穿梭在

医院里，打针、吃药。为了上学不

迟到，她必须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

她最怕上体育课，因为一个篮球传

过 来能疼得她“啊”的一声大叫。

即便如此，依靠顽强的毅力，忍受

着非人的病痛，她在宁远九嶷工业

学校完成了中专学业，甚至连同学

都不知道她身体有病。 

后来， 由于 使 用了激 素 治疗，

她全身浮肿，免疫力差到了极点。“有

一段时间，我只能躺在床上，不能

行动。”周小梅回忆，“家里花光了

积蓄，还借了很多钱。我对人生感

到绝望，多活一天都是罪。”

但周小梅终究没有屈服。为了与

病魔抗争，周小梅每天要站桩 4 次，

每次 1 小时。后来，在一名老中医

的治病下，她终于能站起来了，但

因为延误了治疗时机，她身体的一

些骨头坏死了，她只能站着生活。“不

能弯腰下蹲、不能坐，生活不能自理，

上厕所都得我妈妈帮忙，裤子鞋子

都穿不了，人就像一根棍子，活着的

‘僵尸’。”回忆过往，周小梅忍不

住眼睛红了。如今，她每天还会自

己用木棒顶着按摩 2 小时。

“今年，我和周小梅一起参加了

‘芒果云超市新农人主播大赛’，当

时我开车去接她，只能先把座椅放

倒，让她躺着进出。”新田县妇联

副主席蒋艳丽告诉记者。

乐观的周小梅有着自己的见解：

“有一种病只喜欢帅哥美女，你看周

杰伦、张嘉译帅吧，他们得的就是

这种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也患了这种病。

我也可以站起来，只要能向前多走

一步，我的家庭就能向前多走十步，

或许还能带动身边的人向前迈进一

大步。” 

足不出户的姑娘：

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2018 年，驻村扶贫队来了后，大观堡村的面

貌在发生改变，周小梅的命运也开始发生改变。 

扶贫工作队队长刘季华告诉记者，他和村支

部书记走访时，发现周小梅对互联网非常感兴趣，

“她学过计算机，具备做电商的基础”。

刘季华和邮政部门沟通后，帮周小梅办起了

“邮乐购”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我那时大约有

10 年未与外界有接触了。”周小梅告诉记者。

为了提高她的电商能力，扶贫工作队和县妇

联、县残联等为她提供了电商培训和创业能力培

训的机会。

因为周小梅出行不便，电商培训变成了上门

服务。“扶贫工作队安排专业人士到我家来教我

拍照、拍视频，指导我运营。”周小梅说，“通过培训，

我知道，我的网店就应该抓住我们当地的特色。”

2018 年，周小梅制作的短视频在火山小视频

平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的用户名叫‘心自

在呀’，虽然粉丝不多，但销量不错。”

“我们卖得最好的农产品目前是红薯干。有客

人向我反馈，她曾经买了四五家红薯干对比着吃，

最后还是觉得我卖的最好吃。”周小梅告诉记者，

“一般人做红薯干都是三蒸三晒，我们的做法不

一样，是把新鲜红薯吹晒一个月后，才削皮、蒸煮，

切成红薯片，再晒干。这样会比别人多花一些时间，

但红薯甜而不腻。”

周小梅卖红薯干的成功也给了村里启示。村

支书周玲利介绍道，大观堡合作社从河北引进优

质烟薯，注册了商标，新鲜云雾薯由之前的 1 元

钱 / 公斤摇身一变涨到 6 元多 / 公斤，并探索出

了一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电商 + 订单 + 基地

+ 农户”电商新模式。目前，村里种植云雾薯约

200 亩，与 50 余户贫困户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每

户贫困户年可增收 3000 元以上。

“县里也出台了政策，准备打造红薯品牌。”

刘季华介绍，“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为周小

梅的电商产品注册商标，进一步提升周小梅的品

牌影响力。”

“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可以随时到外面的世界

看一看，但电商平台给我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我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父老乡亲卖出更多

的农产品，也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周小梅告

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带动村民增收，前不久，周小

梅还与村民签下了200 亩红薯、大豆包销协议。

从新田县城出发，沿着崎岖的

盘山公路向西南行 18 公里，就来到

了该县重点扶贫区域——大冠岭山

区腹地海拔 550 米的枧头镇大观堡

村。周小梅的家就在路旁，网店就

开在家里。

顺着“新田县大观堡村电子商务

服务站”的牌子，记者走进了周小

梅的家。家里制作了几排货架，有

从城里进货来的饮料、零食，更多

的是村民送来的农产品——野生葛

根、野菊花、花生等。

79 岁的刘有业将自家产的 300

多斤花生用小板车推到了周小梅家。

“刘大爷，这四袋花生一共是 324 斤，

一共是 1620 块钱，您家里还有多少

花生要卖的，都可以拿过来，我可

以帮您在网上卖出去！”

对于村民送来的农产品，因患

病“只能站着的女孩”周小梅从来

都是来者不拒，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通过电商平台帮忙卖出去。

60 多岁的王伍妹在周小梅的帮

助下，2018 年销售野生小竹笋、野

菊花等，一年增收 2000 多元。她怎

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

能挣这么多钱，如今逢人就夸周小

梅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对于大观堡村的村民来说，去

集镇上卖东西是件不容易的事。“到

村里的班车仅赶集的时候才有，而

且当天只有一趟，早上 6 点多出去，

8 点多就回来了。老人如果坐班车

去镇上卖东西，还没卖完，班车就

已经往回开了。”周小梅说，“有些

老人家送来的东西就 1 斤多，他如

果去集市上卖，连车费都不够。”

正因为有了周小梅的网店，山

里的野货，从自产自销、自生自灭

变成了城里人喜欢的绿色食品。

周小梅发现，农产品经过精加

工、精包装后“身价倍增”。于是，

她根据买家的需要，不断改进包装，

从以前一两公斤一袋的简易包装，

改进成 100 克到 500 克不等的小罐

密封包装，销量一路看涨。从 2018

年到现在，周小梅帮村民们卖掉了

很多山货，销售额约 100 万元。

“不能弯腰”的姑娘：三年卖出百万元山货

乐观坚强的姑娘：这种病只喜欢帅哥美女

周小梅直播卖货。

村民送山货上门请周小梅代销。

扫一扫，
看周小梅做电商故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