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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章清清
皮青，今年 60 岁。10 年前，她放

弃经营年销售额 10 亿元的华银旺和连

锁超市，重新创业，来到有好山好水，

更有红色文化底蕴的长沙县开慧镇创办

湖南慧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乡村

旅游。

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

从繁华都市“下放”到寂寥乡村，不坐

在灯火通明的高楼当老总，却跑到农家

小院去办公。甚至有人说，“一个快 50

岁的女人了，为什么还要瞎折腾？”

“我并没有瞎折腾。”皮青看中了

未来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看到了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内在动能。关键

是，她从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35 岁离开事业单位创业开超市就始于

“折腾”，她相信生活就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从此，皮青带领团队在偏僻乡村扎

根，修路、流转土地、开荒基建……创

业的道路总是充满艰辛，质疑、阻碍接

踵而来，甚至曾有村民把粪泼在公司大

门外，个中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

“都说女人是为母则刚，我觉得对事业

的热爱和一定要成功的信念，也能让一

个女人无比坚强。”皮青笑着说。

10 年后，在曾经的荒山野岭中，一

栋栋美丽的乡村别墅、度假酒店拔地而

起，杂草丛生的泥地水塘拥有了湖光水

色和浪漫花海。

而时间和时代也为皮青当初的选

择给出了答案。“在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乡

村旅游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们以‘民

宿 +’不同主题为特色，在实践中探

索出以民宿经济带动乡村旅游、以乡

村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的‘631 慧润

模式’。我还利用自己长沙县妇联兼

职副主席的身份，推动县妇联牵头组

织开办民宿老板培

训 班， 带 动 农

村 妇 女 灵 活

就 业。” 皮

青 介 绍，

乡 村 民

宿、露营

基地、盈

商 小 镇、

度假基地

…… 越 来

越 多 的 村 集

体、 农 民 变 成

了发展乡村旅游的

合伙人。

截至 2019 年底，以“慧润”为代

表的民宿产业全年共实现民宿销售收

入 3150 万元，带动农产品销售 1890

万元，民宿直接从业人数 380 余人，

间接从业人数达 3270 余人，带动农

户 912 户， 带 动 村 集 体 增 收

260 万元。

为此，当地老百姓送

给 皮 青 一 个 亲 切 的 称

呼——“乡村旅游的领

头雁”。

10 年过去，在开

慧镇，皮青基本实现

了让村庄变成“丰茂

的农村、鲜活的农村和

城市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的梦想，她也获评 2018 年

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

10 年前后的对比照，可以说是‘面目

全非’，但我扎根乡村，向往田园的初

心不变。”展望未来，乡村振兴的号角

已经吹响，皮青说自己“还可以继续折

腾，继续乘风破浪，继续做好乡村旅游

高飞的领头雁”。

文 / 李诗韵
作为湖南金球湘绣

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湘绣代表性传承人

的黄笛，在坚持

湘绣设计和研发

工作的 30 多年

里，曾有不少人

问她：“放弃湖

南航天局的铁饭

碗，后悔吗？”

往往此时，黄笛

就会用父亲当年鼓励她

的话来回答：“自己有一个

工厂，有一份终生事业，这就是

一个铁饭碗。”

1995 年，黄笛父亲所在的沙坪湘绣

厂提出申请，沙坪乡被授予“中国湘绣

之乡”称号。在这个湘绣前景美好的时

代，黄笛入了行，而用“绣

花功夫”、“工匠精神”

传承湘绣之美，也成

了她不变的初心。

2003 年，湘绣

产品设计还以山

水花鸟等传统题

材为主，空间架

构模式单一，黄

笛不停琢磨新路

子，而父亲在这一

年将湘绣厂更名为

“金球湘绣”。为了让湘

绣创作突破传统，黄笛设计

了一批作品，其中，《母爱》《觅》

以温馨、自然、和谐的风格闻名业界，

先后荣获第 44 届和 46 届有全国工艺美

术界“奥斯卡”之称的“金凤凰”创新

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

创新是无止境的。2003 年 10 月，

中国第一位飞天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

舟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对此，黄

笛的父亲有了想法：“要是湘绣能上飞

船就好了！”黄笛笑着说：“不试试怎

么知道？毛主席有‘可上九天揽月，可

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的诗句，他

可是湖南人！”

就这样，2005 年 10 月，黄笛参与

设计的湘绣珍品《伟人毛泽东》搭乘“神

舟六号”载人飞船遨游天宇，也让湘绣

艺术受到世界的关注。

很多人说，黄笛是个喜欢剑走偏锋、

玩新花样的“青年刺绣艺术家”，其实

在湘绣传承上，她也做了很多创新尝试。

比如面向社会、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湘绣

体验活动，湖南师大附中的学子连续 7

年在黄笛的工作室体验湘绣。她也多次

参与“非遗进校园”活动，传授湘绣技艺，

更是作为文化使者，多次应邀出访韩国、

日本、印度等地。为了让湘绣走入年轻

群体，她还联手中国“李宁”发布限量

刺绣版帽衫。

为了做大做强湘绣产业，黄笛先后

为行业和社会培训学员 12000 人次，提

供就业岗位 800 多个，培养了湖南省“湘

字号”湘绣技能竞赛冠军李召霞、长沙

市“十行状元、百优工匠”湘绣季军周

利红等 20 多位优秀技术骨干。

发扬湘绣文化从来不是单兵作战。

作为湖南省“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

动模范和湘绣代表性传承人，黄笛想了

很多办法吸引年轻力量。比如，把课堂

搬到工作室、生产工坊，把生产线当作

“教科书”，为传统行业人才的传帮带发

挥积极作用。如今，金球湘绣公司是

长沙市妇联“巾帼创业示范基地”和“女

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基地”。

金球！金奖！她的湘绣飞上太空走向世界

50 岁创业，她把偏僻荒山建成“浪漫满屋”

文 / 陈泱
李蜜心，是长沙市岳麓区政协常委，

是长沙市妇联执委、岳麓区妇联兼职副

主席，是湖南长峰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

得益于这个激昂蓬勃的时代，如今她也

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多元生活的“斜

杠青年”。

作为政协委员，李蜜心聚焦产业、民

生等领域建言献策，组织开展法律援助、

赴特殊学校调研、关心失独家庭等履职

活动，送去温暖，凝聚人心。作为妇联

工作者，她牵挂妇女儿童群体发展，向

妇女关爱基金、青年社会组织专项爱心

基金、盲哑聋特殊学校、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 - 岳麓区圆梦行动等公益项目捐款

200 余万元。作为女性企业家，她和丈

夫一道，带领员工从 20 平米的“小作坊”

打拼到如今占地 200 亩的集团公司，推

动解决了近 500人的就业问题，近 3 年

累计纳税超1亿元。

“若说服务发展大局，是我的责任

担当，那弘扬向善美德，则是我内心的

坚守。”正因这份执着，当公司员工的

孩子患上脑瘤陷入绝望时，是李蜜心想

尽一切办法，找最专业的医院、最权威

的医生，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入院、资助

费用，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她还在公司

成立“长峰学堂”“长峰跑团”“长峰瑜

伽班”，为女职工安排体检，寒暑假组

织职工子女游乐游学……让员工过上

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是她的朴素心愿。

“善”是一种爱，这种爱不仅是对家

人、对公司的小爱，更是对社会的大爱。

这些年，李蜜心响应国家脱贫攻坚

号召，参加省、市“千企帮千户”、“百企

扶百村”等扶贫助困活动，并建立扶贫

车间、开展就业扶贫。同时，她多次为残

疾青少年和儿

童购置专用设

备、提供康复

治疗，多次帮

助因网瘾而辍

学的孩子重返

校园。

这些年，无

论是汶川、玉树地

震，还是 2017 年长沙

特大洪水，李蜜心都捐款

捐物、抗灾赈灾，带领员工多次赴灾区

志愿帮扶。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要求的同

时，李蜜心还为物资紧缺的社区送去口

罩，为小区居民解决用电问题，积极捐

赠援助湖北黄冈防疫工作。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李蜜心内

心的温度，也是她对家庭的态度。作为

母亲，李蜜心坚持言

传身教，鞭策自己终

身学习，先后在湖

南大学以及清华大

学完成 EMBA学业；

同时将公益当成“最

好的教育方式之一”，

引导孩子将崇真向善、

品学兼修根植于心、付诸

于行。去年，李蜜心17岁的

女儿被英国牛津大学录取；9 岁

的儿子当选第八次全国少代会列席代表，

她的家庭也获评“两型示范家庭”。

回顾点滴，李蜜心说，她只是做了人

生喜乐之事，党委政府却给了她先进工

作者、“六好委员”、“三八红旗手”等诸

多荣誉，对此，她十分感恩，“在这个伟

大的时代里，更要活出女性精彩、书写

充实人生”。

对待公益，她的“蜜心”好甜

（上接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