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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一 扫，
感受神秘
湘西“科
技范”

“有了无人机、收割机，我

种田打药、收稻谷可就轻松多

了！”60 多岁的建档立卡户田

金香说起种田的高科技来赞不

绝口。

田金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永顺县万坪镇人，为她提供

这些高科技帮助的，正是永顺县

岁丰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技术

人员。合作社的负责人正是运

用科技种田的彭宝珍。

“我们的无人机购买了好几

年了。用它来撒药，一天可以撒

200 多 亩，900 多 亩 种 植面 积，

四五天就可以完成，而以前的人

工撒药，一天能撒 20 多亩就不

错了，费时费力。”彭宝珍向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介绍，合作社已

经实现了机播、机插、机防、机

收等全程机械化生产和杀虫灯

互联网+助农，湘西巾帼扶贫很有“科技范”
巫蛊、落洞、赶尸，这或许是很多人印象中的湘西，充满神秘感。
无人机、播种机、收割机、直播……现在的湘西，在脱贫攻坚道路上，又增添了科技的力量。
11 月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妇联、州扶贫开发办、州农业农村局、州人社局、州科技局五家单位就联合评出

了 16 个湘西州巾帼脱贫科技示范基地。它们以科技为原动力，带领妇女在扶贫帮困、技能培训、扶持创业、带动就
业等方面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既要扫除文盲，又要扫

除科盲。”湘西州妇联主席杨

凌认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就要抓住关键少数，在农村，

这个关键少数就是能人，培育

能人，打造基地，从而带领更

多人脱贫致富。而对于基地来

说，产品有科技含量，才有生

命力，才有市场，才能做大做

强，才能更持久地为乡村振兴

助力。因此，在今年扶持一批

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时，杨凌提

出，注入科技元素，变为“巾

帼脱贫科技示范基地”。

据统计，此次评出的湖南

天下凤凰茶叶有限公司等 16

个基地，运用科技手段，大力

发展茶叶、猕猴桃、中药材、

有机蓝莓、大米、蔬菜、黄牛、

黑猪、小龙虾、蜜蜂、手工编

织，以及家政服务等产业，培

训妇女 18134 人，带动就业 2.6

万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妇

女 9309 人，为湘西州贫困妇

女就业、发展产业助力脱贫攻

坚和决胜全面小康作出了重大

贡献。

“近年来，妇联系统举办了

各种网红直播带货培训、电子

商务培训、种养殖业技能培训

班 500 多期，大大提升了妇女

的创业技能和致富本领。下一

步，我们要联合科技局等相关

部门，从科普的常态化做起，

着力提升能人和妇女的科技素

养。”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

茱萸少一人。”很多人知道这

首诗，却不一定知道茱萸是中

药“吴茱萸”的简称，花垣女

子向珍慧不仅知道，还把吴茱

萸做成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

产业。

“2013 年冬天，有朋友告

诉我吴茱萸药材是一种名贵中

药，市场价每斤干果 400 元左

右。”向珍慧一听心动了，并于

第二年在花垣县花垣镇窝勺社

区流转土地 540 亩种植 吴茱

萸等药材。由于没有经验，当

年购苗的几万元打了“水漂”。 

为了节约投资成本，她自己买

书学育苗、学施肥，还到外地

药材种植基地拜师求教，逐渐

掌握了吴茱萸药材育苗、移植、

剪枝、防病等种植技术。如今，

她成了县里的科技特派员，经

常下乡免费指导村民种植吴茱

萸等中药材。

在她的帮助下，周边乡镇

4263户村民种植了吴茱萸 10000

亩，其中贫困户有 2763 户。

同样钻研农 业科 技的还

有张亚珍。“蓝莓可以卖鲜果、

干果、冻果，还可以做成蓝莓

酒，这是我当初种植蓝莓的一

个重要原因。但种蓝莓也需要

一些科技手段。”张亚珍介绍，

公司所在的古丈县岩头寨镇蒿

根村，虽然气候条件好，但土

壤的酸碱度并不适合种蓝莓。

通过学习、反复试验，以及送

相关机构检测，张亚珍运用当

地树叶发酵、加锯木屑等方式，

改良了土壤，使其酸碱度达到

了蓝莓生长的需求。

张 亚珍的蓝 莓发 展 起 来

了，村民和贫困户们也跟着富

起 来了。“贫困户张吉平夫妻

通过出租土地给公司，以及到

我公司上班，一年能赚六七万

元。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发不出工人工资时，他们说

可以借钱给我。” “宝宝们，这是我们的蓝莓

酒，蓝莓富含花青素，有助于美

容养颜哦！”这是古丈县耀鑫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张亚珍在直播间吆喝。

在湘西州，很多巾帼脱贫科

技示范基地的女能人跟张亚珍

有着同样的互联网 + 思维。比如，

湘西苗绣州级非遗传承人、古丈

县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一等奖获得者、农家女素绣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良玉就参加了“大

喇叭助农之声”和“芒果扶贫云

超市”的直播活动，现场展 示

绝美的苗绣工艺；湖南省天下凤

凰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姚花平参

加了凤凰县举办的首届“醉美凤

凰”电商助农节，主推手工黄茶

和手工红茶；与人合伙成立了永

顺县土家彭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的李彩霞，不仅做直播，还在

2017 年就注册了淘宝店，当年

销售额突破了 500 余万元。“这

毕竟是个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

时代，我们要顺应科技发展潮流，

学习电商技术，通过直播、网络

等渠道来推广我们的产品。”张

亚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19 年，李彩霞的公司整合

全县 265 个行政村的产业资源，

统一进行加工包装销售，将本县

的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

“中国是一个喝茶大国，但

在众多品类的茶叶中，目前黄茶

市场占比不到 1%。”湖南省天下

凤凰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姚花

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物

以稀为贵，我看好黄茶的未来。”

但姚花平并没有盲目开发，

而是先思考为什么当下黄茶的市

场很窄。“黄茶没有绿茶的清香

味，而且茶叶本身有些苦、涩，

含着糖长大的年轻人看不上，她

们只喝奶茶或瓶装茶饮料。”姚

花平说，她开始深入了解不同茶

叶品种的工艺，在黄茶原本的杀

青、揉捻、闷黄、烘干四个工序

中，通过不停地试验，增加了晒

茶、摇青、复晒等 12 项工序。“比

如摇青，就可以更好地散发茶叶

的香味；慢火烘干能让茶的滋味

更醇厚一些，香气更入汤一些。

因此，很多人在喝过我们创新后

她用无人机带领贫困户一起“飞”

绿色防控、稻鸭共生等模式。“我

们有大型耕田机 4 台、收割机 3

台、电动喷雾器 15 台、水稻直

播器和玉米直播器各 4 台，还有

油菜直播器 2 台。”彭宝珍说，“虽

然机械化生产，投入的成本比较

大，但效率也高。比如，大型耕

田机一天能耕 40 亩左右，省时

省力，节本增收。”2019 年，岁

丰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年销售

额已达 140 万元。

同时，合作社每年还组织进

行现场观摩和科技培训，至今已

培训村民 800 多人次；每年帮助

农户机耕机种机防机收 1000 余

亩；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妇女就业

37 人，辐射带动劳动力 2000 余

人，其中精准扶贫户近 200 户。  

科技助力，扶贫基地更有生命力

她们从门外汉变科技达人

她们开直播带领贫困户一起赚

她创新工艺，打造年轻人都爱喝的黄茶

■妇联声音
的黄茶说，有绿茶的香气，有红

茶的甜润，饮后口齿留香、徐徐

生津、回味悠长。”

目前，这项新工艺正在申请

专利。

在姚花平的带领下，很多村

民开始种茶，其中有 22 户贫困户。

贫困户隆杰美第一年种的 2 亩茶

仅鲜叶已赚了4000 多元，她今

年又种了 8 亩。“我不仅收购他

们的鲜叶，也帮助销售。”姚花

平介绍，今年基地的茶叶早已销

售一空。

为了更好地扩大市场，姚花

平发挥茶叶基地位于凤凰县廖家

桥镇八斗丘村，离南方长城仅几

分钟路程的优势，打造“茶叶 +

旅游”模式，开发茶文化村、民宿、

体验手工做茶、茶叶菜等项目。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陈兴东

张亚珍
通过改
良家乡
土壤酸
碱度，
种起了
蓝莓。

姚 花 平 向
记 者 介 绍
改 良 后 的
黄茶工艺。

彭 宝 珍 使
用 无 人 机
作 业 已 有
三四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