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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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德市三八红旗手舒丽的扶贫故事。

专题报道
脱贫攻坚她力量

“新鲜”扶贫！她打造“蔬菜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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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裴嘉

走进常德市汉寿
县龙阳镇辰阳街道
仓儿总村华诚蔬菜
专业合作社的蔬菜
基地，成片的蔬菜
青翠欲滴，生机盎
然，有人在弯腰摘
菜，有人在细心育
苗。

“我们的蔬菜头
天采摘，第二天中
午， 就 能 在 深 圳、
广州、 香港、 澳门
的餐桌上看到。”1
月 11 日，38 岁的舒
丽自豪地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

舒丽是汉寿县华
诚蔬菜专业合作社
的副理事长。在她
和三个合伙人打造
的万亩“蔬菜王国”
里，240 户 贫 困 户
依靠这新鲜的蔬菜
增收脱贫。

2020 年， 舒 丽
被评为湖南省 2020
年“百名最美扶贫人
物”、常德市三八红
旗手。华诚蔬菜专
业合作社也被评为
国家农业农村部蔬
菜标准示范园。

市场“新宠”，合作社有8 项蔬菜专利
“我们的蔬菜一般会比别人提

前一个月左右上市，所以具有很

强的竞争力！”一说起自己的蔬菜

基地，汉寿县华诚蔬菜专业合作

社副理事长、汉寿县妇联兼职副

主席舒丽，充满自信，侃侃而谈。

但创业的过程从来都不容易，

尤其是农业，最怕天灾。

“那时我和丈夫从外省打工回

来，生了二胎，生活压力有点大，

就 想留在 家乡做 点事。”1 月 11

日，舒丽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08 年 4 月，她辞掉经理职务决

定在家乡种蔬菜。“蔬菜是每个人

都要吃的，不需要提供售后，只

要做好安全生产、把握质量就可

以了。”

舒丽找到三位正在家乡种菜

的合伙人，成立了合作社，决定

扩大生产规模，由她负责市场。

“那时经常在外面跑，小孩子

跟我都不亲。”舒丽回忆。同时，

她把市场上了解到的信息反馈给

合作社的科研部门，引导技术人

员开展针对性的攻关。

“我们大力引入新品种、新材

料、新技术、新装备、新肥料。”

舒丽介绍，她和合伙人一起带领一

班人积极开展创新创业，示范推广

了穴盘基质育苗、无土立体栽培、

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运用 20 余

项；引入蔬菜新品种 300 余个，示

范推广新品种近 90 个，培育了“甜

心菜”、“五号白苔”等 2 个市场“新

宠”；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开展高

质、高效农业创建等多个项目攻关，

“早春辣椒的假植方法”、“芥蓝无

土栽培方法”等两项科研成果荣

获了国家发明专利，“一种农业灌

溉装置”等 6 项成果被授予“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

舒丽还牵头制定了菜心等生

产技术规程 10 余项，为菜 农提

供生产“蓝本”；率先建立了环境

监测、农产品溯源及检测系统。

通过溯源系统，客户 24 小时都能

用手机实时、同步看到蔬菜的种

植、田间管理、采收、加工、包装、

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的视

频“现场直播”或历史视频回放。

尤其是施肥、撒药这些关键的安

全生产环节，生产资料包装袋、

品牌、使用操作人、用法用量等

市民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一目了然。

而 创 业 最 大 的 打 击 来 源于

2018 年 的 雪 灾。“200 多 亩 大 棚

全部被压垮了，我损失了400 多

万元，到现在这三年都还没有恢

复元气，要不然，我一年可以多

赚 600 万元。”

但对于未来，舒丽依然充满

信心。如今的华诚蔬菜专业合作

社，共有无公害种植基地 1 万多

亩，其中核心基地 2000 多亩，产

品畅销到长沙、香港，以及新加

坡、韩国等地。年销售额 12 万吨

左右，销售收入近 1.5 亿元，是国

家农业农村部蔬菜标准示范园。

“我现在要带孙，就没有去工

作了，但通过流转土地，我一年

也能拿到三四千元，加上分红等，

一年有近万元收入。”曾经的贫

困户蒋汉广在舒丽创业之初，就

把自家的 7 亩地流转给了她，一

亩地一年可赚 900 元。同时，蒋

汉广自己到仓库当搬运工，月薪

3500 元，他妻子也可以赚 80 元

~100 元 / 天。

“他当时两个孩子都在上大

学，每到开学时就要预支工资。”

舒丽回忆。后来，蒋汉广的一双

儿女大学毕业，家里的负担才轻

松了许多。

如今，当地有 82 户菜农以土

地 2158 亩入股，由华诚蔬菜自主

经营，实行利益分红，年亩平保

底收益 900 元以上，13 个贫困户

就近务工，户平均增收 2 万余元。

而对很多当地人来说，在华

诚蔬菜专业合作社打工的来自贵

州大山里的 20 多对年轻夫妇非

常醒目。“他们都是拖家带口来打

工。”舒丽介绍。

今年 50 岁的贵州人岑万荣有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10 年前和两

个亲戚家庭一起来这儿打工，其

中成人有 15 人。“我让他管一片

地方，多劳多得，当时他们日薪

应该到了 280 元以上。”舒丽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们每年

只做 10 个月事，但两年后，这三

家人回到家里，离开了原来的木

房子，到镇上买地建了新房。再

两年后，他们都买了小轿车。“以

前都是我们用大巴车接他们来上

班，后来，他们都是自己开车来

上班。”

据了解，华诚蔬菜专业合作

社常年聘请 100 余人从事蔬菜生

产、加工、销售工作，每年还会

聘请临时工帮忙打包，人均可赚

120 元 / 天。“我们一年发放的务

工工资有 460 万元左右。”

每年工作10 个月，“打工人”2 年买房 4 年买车

结对帮扶的国家级贫困村，脱贫了

扫一扫，听三八红旗手
的扶贫心声

“以前种棉花，一亩只能赚

2000 元，现在种蔬菜，一亩能赚

7500 元。 真 是 太 让 人 高 兴 了。”

这是汉寿县洲口镇国家级贫困村

小河村村民的切身感受。

而带来这种变化的正是华诚

蔬菜专业合作社。

小河村离华诚蔬菜专业合作

社的蔬菜基地并不远，村民以前

主要靠种植水稻和棉花为生。但

因为产品没有特色和创新，市场

日渐萎缩。

这时，舒丽响应扶贫号召，

开始与小河村村支两委，以及扶

贫工作队进行协商，怎样通过蔬

菜产业来扶贫。

舒丽印象最深的是小河村贫

困户李菜（化名）的故事。他们

夫妻都是农民，家里的一双儿女

正在上学，原本种的 10 亩棉花

因故经营惨淡，但他脾气很倔强，

就算不种棉花，也不愿意种水稻

或流转土地。小河村的村干部把

这个贫困户推荐给了舒丽。

舒丽用自己蔬菜基地里的打

工人的故事和蔬菜产业前景说服

了李菜。当年，李菜就赚了 4.7

万元，两年收入约 10 万元。

“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都会

给一些订单，并把自己的经销商

介绍给他们。”舒丽介绍，第三年，

小河村就脱贫了。

现在，李菜自己单干，种起

了西红柿。“我们依然会为他们

提供技术支持。”舒丽说，让她

感慨的是，李菜的儿子对他父亲

说，“以后不要说自己是贫困户

了，要努力地去帮助别人”。

据统计，舒丽先后在洲口镇

小河等村结对帮扶 85 个贫困户，

发展蔬菜 348 亩，并在前期免费

供苗、保底回收，人均增收 2700

余元。

 此外，她与沧浪等 3 个乡镇

93 户 278 人签订委托帮扶协议，

连续 5 年为贫困户人平年分红

200 元，并通过技术培训、订单

生产等保障贫困户产业脱贫。

抗疫期间，她迎疫逆行，在

全面落实防护措施的前提下抓紧

抢收抢播，主动为贫困户提供蔬

菜种苗 800 余万株。在她的倡议

下，汉寿组织了 2 次献爱心活动，

为湖北公安捐菜 93 吨。

她 还 积 极 探 索 消 费 扶 贫 新

路，大力开展电商服务，成为了

汉寿“网红”人物，在湖南省妇

联组织的“出手吧，姐姐”七一

扶贫大直播活动中，作为带货女

主播，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

汉寿县华诚蔬菜
专业合作社菜地
里，来自贵州的
一 对 夫 妻 在 干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