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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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南人梁艳梅在永州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河南媳妇永州郎，用外来水果帮本地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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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爱萍 周艳玉

12 月 8 日， 位
于永州市零陵区接
履桥街道的“零陵
古村”生态扶贫水
果合作社，一片繁
忙。一串串葡萄在
阳光下散发着玫瑰
般的光泽，几十名“农
民工人”或在葡萄
园里忙着采摘、打
包、送货，或忙着
修剪枝条，为果树
施下有机肥。

而 合 作 社 的 女
掌门、湖南江豫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梁艳梅，正在
为前来考察的永州
市农业局一行介绍
情况——通过种植
不同 的 外 来 水 果，
2019 年 销 售 收 入
约 860 万元，带动
周边 6 个村直接帮
扶贫困户约 347人，
委 托 帮 扶 211 人；
2019 年获得《粤港
澳 大 湾区菜 篮子》
授牌基地；2020 年
荣获“国家级示范
社”称号。她本人
也被零陵区妇联授
予了“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

而很多人不知道
的是，梁艳梅是河
南人，她怎么会来
到永州带领村民一
起脱贫致富呢？

火了！果园一天收入10万元
无论什么时候走进永州市零陵区接履

桥街道“零陵古村”生态扶贫水果合作

社，你总能看到一些游客提着篮子穿行在

水果之间。他们像勤劳的蜜蜂一般在采摘，

只不过采的是水果。

“这里的水果很好吃也很甜。”12 月 8

日，一名正在采摘葡萄的游客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进了这个果园感觉跟自己

家一样，有得吃，有得玩，很时尚。

据了解，目前，该果园面积有 2500 余

亩，已种植葡萄 340 多亩，无花果 100 余亩，

桃子 1300 余亩，猕猴桃 50 多亩，真正做

到了“季季有水果，处处有花香”。

“夏天的时候人尤其多。上千米的果

园基地长廊上吊满了猕猴桃、好看的葫芦、

颗粒饱满的葡萄、圆润的西瓜等水果。一

天可能有上千名游客一边观赏一边体验采

摘的乐趣。而且，我们还开了农家乐、经

常举行亲子活动。”合作社负责人梁艳梅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今年 7 月 6 日，该合作社 340 余亩香

水葡萄开园采摘，梁艳梅为了更好地做好

推广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举

办了一系列活动。接履桥街道党工委书记

为葡萄丰收首次进行了网络直播；举办了

免费吃葡萄比赛，并通过手机网络现场直

播；来自桂林、长沙、衡阳，以及当地的

2000 余名游客、商客汇聚，或旅游、休闲，

或观赏、釆摘，或调批水果。当天入园采摘、

购买葡萄 5200 公斤，收入达 10 万余元。

梁艳梅乐开了花，在这里上班的贫困

户胡建华也笑了。胡建华的家离此 8 分钟

路程，52 岁的她主要工作就是把水果装

进纸盒然后打包。“我在家门口工作，可以

照顾孩子老人，而且每月还能挣到 2000

多元钱，非常感谢江老板和梁老板夫妻两

个。”说起现在的工作，胡建华非常满意。

看到她们的笑容，我们很难想到，梁

艳梅刚开始创业时也曾债台高筑。

“我并不是永州人。” 梁艳梅告诉记

者，“80 后”的她，来自千里之外的河南

南阳。1998 年，因家里贫困而辍学后，她

独自闯荡广东，在广东打工时相遇、相识

现在的丈夫、永州人江长德。巧的是，现

在 44 岁的江长德 1997 年退伍之前正是在

河南安阳当兵。 

婚 后， 两 人 在 东 莞 从 事 钢 材生 意。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钢材市场不景气，

夫妻俩决定回到家乡永州创业。

2008 年 8 月，梁艳梅和丈夫江长德回

到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后，发现水果行

业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与丈夫商量准备

选地种葡萄。

同年 11 月，她和丈夫在零陵区五、六

个乡镇街道实地调查，最终选定接履桥街

道接履桥社区。因为这里交通便捷，离城

区只有几公里，加上土壤、水利、气候条

件良好，夫妻俩当即就在接履桥社区租包

了 50 亩抛荒深泥田开始种葡萄。

由于不懂技术，加上没经验，凭着一

腔热血的梁艳梅在引种夏黑葡萄苗尝试种

植时就遇到了挫折。葡萄苗种下去由于深

泥排水不畅死了 90%，借来的 10 万元钱

打了水漂。

其间，亲朋好友劝她放弃种植，更有

旁人讽刺挖苦。但梁艳梅不愿服输，又向

亲朋好友东拼西凑了 5 万元，去外地再购

回种苗补上。同时，梁艳梅为了精通水果

种植、管理、储藏、加工等技术，先后与

丈夫辗转广西、山东、河南、浙江、福建

等 5 省 12 个水果种植基地实地参观取经、

学习“充电”。

2011 年至 2016 年，她从山东一家研

究所引进的香水葡萄、蓝宝石葡萄，从河

南引进的红心猕猴桃、红心无花果，从福

建引进的脆蜜桃、黄桃、蓝梅等都种植成

功。

2016 年，她种的葡萄收入达到 18 万

多元，当年还清了15 万元债务。

“开始那几年，确实很辛苦，每天在果

园里劳作不少于 10 小时。特别是水果即

将成熟时，我和我丈夫每天夜晚不但天天

巡逻防小偷，还在园中搭建了一个高约 20

米的瞭望台，天天晚上住在上面。”梁艳

梅深受体会说道。

“我这个年纪，出去没人要，现在进果园当‘农

业工人’，脱贫有盼头，生活有劲了。”62 岁的贫

困户唐玉凤说起现在的工作，脸上露出久违的笑

容。

唐玉凤身体不好，不能做重活。她来到“零

陵古村”生态果园上班后，梁艳梅和江长德考虑

她特殊情况，让她专门接待游客、谈业务，送货，

每月工资 2200 元。

“一家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我真正的奋斗目

标。”这是梁艳梅经常说的一句话。江长德也经

常说 ：“部队教育了我，我一定服务于社会。”

梁艳梅和丈夫在自己的果园建立起了“扶贫

车间”，带动当地贫困户 30 人就业。炮响村贫困

户彭知青和唐小林在基地负责除草、修剪枝条、

日常管理等田间作业，每年增加收入约 8600 元，

不但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照顾了年迈的父母和

孩子。

为带领更多群众一起致富，2014 年，梁艳梅

和江长德向周边村扩大水果种植面积，并正式成

立“零陵古村”生态扶贫水果合作社，多方做工

作动员了 7 名贫困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

社。到 2018 年底，她的水果合作社入社人数达

61 人，其中贫困户占 85%。梁艳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对极少数贫困户一时思想未转弯的，

她利用晚上上门推心置腹做工作、讲好处。

“梁老板这个人心地善良，从不亏我们贫困户。

记得那是 2015 年 4 月，我来水果合作社做事一

个月了，当时合作社还比较穷，加上合作社又要

各方面投入，没钱给员工发工资，她硬是从银行

贷款 1 万元为我们发工资。”在水果合作社帮工

8 年多、已脱贫的贫困户杨立艳感动地说。

从去年 11 月起，梁艳梅的生态扶贫水果合作

社又出新招，“合作社免费为社员发放果苗，提

供技术指导，回收成熟水果”，在永州市邮亭圩、

富家桥、菱角塘、梳子铺、接履桥等 5 个乡镇、

街道 6 个村扩种葡萄等水果园 6 个，其中省级贫

困村 2 个，面积达 5800 余亩，320 余贫困户和农

户入社参与种植。

“去年销售收入约 860 万元，60 余户入社贫

困户脱贫，并走上小康之路。”梁艳梅高兴地说。

亏了！创业的借款打水漂

富了！带领 6 个村贫困户增收

梁艳梅手捧自家葡萄乐开怀。

梁艳梅组织的亲子活动很受欢迎。

经常有游客来果园“打卡”。

扫一扫
看河南女子的永州
扶贫视频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