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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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残疾女孩吴添春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轮椅上的“快乐女掌柜”：添春姑娘帮乡亲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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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吴添春，你很容易感

受到她的笑容、善良、乐观、

坚强。但你可能难以体会她

曾经的痛苦和绝望。

“湘西龙山洛塔腊香肠、

土家腊肉，预售30 天内发货。”

11 月 18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龙山县洛塔乡陈庄村

的土家族姑娘吴添春又在自

己的芒果云扶贫超市“湘春丫

头山货铺”发布预售信息。

这是吴添春自 2014 年来

一直坚持的习惯——为村民

销售山货。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 吴添春本身是 残 疾 人，

她靠父亲推着轮椅，在海拔

800 米的山里走村入户获悉

这些山货信息。

“我站着只能在平地走，

而且走几分钟就要休息 5 到

10 分钟。”吴添春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

吴添春 9 岁时突然 感到

脚痛。“大家都觉得是我调皮

所致，因为我小时候确实很

调皮，喜欢爬树之类的。”后

来，家里弄了一些跌打损伤

的草 药 敷了，“当时症状轻，

疼了就敷一点，好像还有点

效果”。拖了一年半后，脚痛

得更厉害了，她又到集镇的小

诊所看了，也没有确诊。

到小学五年级时，吴添春

只能靠父母背着上下学。“其

间还曾被误诊为风湿性心脏

病，说我活不过多少岁。”吴

添 春 回 忆， 她 父母 不 甘心，

又到处借钱给她看病，在小

学六年级时，被确诊为类风

湿关节炎。这个病也被称为“不

死的癌症”，是一种病因未明

的慢性、以炎性滑膜炎为主

的系统性疾病，会导致关节畸

形及功能丧失。

“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

我每个学期要停学半个月到

两个月。”吴添春告诉 记者，

坚持到初中毕业时，大家都

劝我先治病再读书，“因为我

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所以虽

然考上了高中，但没有去读”。

父母再 次带着她 踏上寻

医治疗的漫长路程。但因为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18 岁

那年，她病情恶化，股骨头

开始坏死。

所幸，她的病情得到了

控制，她也坚持尽量减少对

轮椅的依赖，保留下了所剩

不多的站立和行走能力。

“父母带我到一个地方看

病，就在一个地方打工，他

们打工的钱，除了满足家用，

就 全 部 花 在了 我 打 针 吃 药

上。”吴添春清楚地记得，当

时要打一种针，一针 800 元，

一个月要打四针。“我每个月

的治疗费用要六七千元。”她

家也成了深度贫困户。

“我当时想过 放弃治疗，

因为父母年纪越来越大，欠

的债越来越多，而我的病是

个无底洞，等他们老了，谁来

养他们？”吴添春告诉记者，

也正因为如此，她开始思考

如何自食其力。

11 月 16 日和 17 日，30 岁的残疾女孩吴添春在父亲的帮助下，坐着轮椅在海拔 800 米左右的村子里串起门来，“看看
寨子里大家都养了什么，我好帮他们在我的微店上进行预订销售”。

吴添春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洛塔乡陈庄村的土家族姑娘，虽然身体残疾，但人如其名，清秀的脸上总是露着
笑容。她开微店，做电商，建立合作社，将洛塔大山深处的特色物产推向了长沙、广州、上海等多个城市，不仅自己脱了贫，
还带动 291 户 1093 人脱贫致富，被熟悉的人们称为“快乐女掌柜”。

今年 7 月，吴添春被评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三八红旗手”。

“看看我这个能卖钱吗？”

自从 吴添春的网店开起 来

后，越来越多的村民找上门来。

现在，猛西、楠竹、梭洛等

周边的村寨，每个村都有吴添春

的固定供货农户和山货采集人。

“我现在靠卖野生灵芝每年

有几千元的收入呢。”猛西村的

彭水莲高兴地说。

彭水莲的老公因为腿曾遭遇

粉碎性骨折，干不了重体力活，

她自己患有慢性病，长期需要服

药。2018 年，听 说 吴添春开了

网店后，她拿着一些野生山货上

门。如今，彭水莲成为吴添春微

店的山货收集人之一，“这个岗

位除了该有的利润分成，每个月

还有 200 元补贴”。

乡亲们通过吴添春的微店售

卖山货增加了收入，吴添春也因

此还了债，脱了贫，还获评 2018

年“湘西州最美脱贫攻坚人物”。

后来，吴添春又联合几名残

有一天，一个朋友送了台智

能手机给吴添春，希望她别自闭。

“那时，只要家里来人，我立马

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

2013 年底的 一天， 她 把 父

亲从山里采的野生羊肚菌发在手

机 QQ 群里问这是什么，立马有

女孩认了出来，“并让我帮她收购，

有多少要多少”。

吴添春哪里有钱收购呢？她

向大姨借了 800 元，并跟村民说，

等货款回来了，再给他们钱。最

终，吴添春第一次做生意赚了约

1000 元。

2014 年，吴添春的微店开张。

但创业的道路总是充满困难，何

况是行动不便的吴添春。

陈庄村很偏僻，网络信号差，

她得靠父亲推着轮椅漫山遍野

去找“信号最佳点”；交通不便，

所有的山货要靠亲戚或者出山的

乡亲们带到县城邮寄。

“没有家人、乡亲和政府的

90 后姑娘患上“不死的癌症” 一张图片偶然开启电商路

关心和支持，我根本撑不下来。”

吴添春告诉记者。

2018 年 4 月，长沙市天心区

帮扶队和洛塔乡政府了解吴添春

的事迹后，免费提供了办公场地

和基础电商设备，她从洛塔乡最

偏远的陈庄村，搬入了洛塔集镇。

“这种感觉就像你在走路，突然

来辆车，免费把你载到目的地。”

为了解决物流问题，她前往

县城，花了两天时间，说服一快

递点老板，在洛塔集镇合作开

办快递点。

同时，吴添春严把产品质量

关。“比如鸡蛋，打开手机的手

电筒就可以检查，在灯光下通透

性好的鸡蛋才新鲜。”吴添春告

诉 记者，每 个卖出的鸡蛋，她

都会仔细查看。对一些不熟悉

的野生山货，她甚至要亲自尝过

后再出售。“我们的包装或许不

是最好的，但我要让客户们吃

到最原生态、最安全的山货。”

正是吴添春对产品质量的近

乎“吹毛求疵”，她的回头客越

来越多。

带领 1093人脱贫致富

疾 人 成 立合 作 社， 种 植锥 栗、

养蜂、养羊等，而吴添春负责

销售。

楠竹的残疾人唐玉春是一

名 90 后， 因为 意 外而 腿 部 残

疾。他在家养蜂，因为种种原因，

蜂蜜卖不出去。加入合作社后，

他的养蜂技术得到培训、增强，

而且连续两年销售蜂蜜都增加了

一万多元收入。 

2019 年，合作社打造出“龙

山锥栗”品牌，还注册了“湘春

丫头”商标。也就在这一年，吴

添春在微信、淘宝、抖音、快手

等平台上的客户量猛增，全年销

售 额 283.62 万元， 带 动 291 户

1093 人脱贫致富。吴添春告诉

记者 ：“在一些直播带货过程中，

我们合作社的产品也得到了州、

县妇联的很多支持，非常感谢！”

面对未来，吴添春希望能带

领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这 是 村 里 最 好
的信号点，海拔 820
米。吴添春每次上
来，都要靠父亲推
轮椅。

 村 民 们
主 动 把
山 货 送
给 吴 添
春 求 销
售。

吴 添 春 在
村 里 考 察
蜜蜂养殖。

扫一扫，分享吴添春
的扶贫心声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