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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近

日，记者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官方平台获悉，长沙市 2021 年度创

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启动，

最高可给予项目扶持资金 50万元。

据了解，申报条件要求在长沙市范围

内登记注册的初创企业；登记注册时间

在 5 年以内（2021年申报单位的注册时

间为 2016 年 1月1日至 2020 年 12 月31

日期间）；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正常

经营 6 个月以上，吸纳 2 名及以上劳动

者就业并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费的；申报单位近两年在信用中国（湖南

长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违

法记录。

长沙市人社局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择优评定 200 个左右市级创新创业带动

就业项目、优秀青年项目。经确定为长

沙市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扶持的，由

专家评审组综合申报项目带动就业人数、

科技含量、市场前景等，按不超过其实

际有效投入的 50% 给予最高10万元项

目扶持。经确定为长沙市优秀青年项目，

由专家评审组综合申报项目带动就业人

数、科技含量、市场前景等，按不超过

其实际有效投入的 50% 给予最高 50万

元项目扶持。

长沙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项目最高扶持 50万元
资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返乡入乡创新
创业成为新趋势。“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代言人”，带动了理念回归、技术回归和
资金回流，而且，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创新创业等催生了更多乡村振兴的“新角色”。今日女报全媒体从本期开
始推出系列报道“乡村振兴新角色”，展现乡村振兴中涌现出来的巾帼创新力量、巾帼创业风采。

运行三个月，
销售额超百万元

“馆长，快开门啊！”5 月 11 日一大早，罗

朝辉就接到了一名在上海经商的老乡的电话，

“我们是 8：30 开门，他早上 8：00 就到了，想

买点新化的土特产带给上海的亲朋好友吃”。

罗朝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消费扶贫

生活馆开张后，经常有客人来买些新化扶贫产

品带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她印象深刻的是，

开业当天，刘大姐的一番举动。

“红妹子，好吃的太多了！你自己选啊。”

刘大姐举着手机，通过视频让妹妹看货架上的

农副产品。原来，刘大姐远在省外的妹妹响应

号召，不打算回家过年，刘大姐听说消费扶贫

生活馆今天开业，一大早就来了，想为妹妹买

些土特产解馋。

“这个生活馆开得真好，乡下的特色农产品

都可以买到，既经济又实惠，今年虽不能回家

乡过年，但一样能吃到家乡的味道，真好！”

刘大姐的妹妹在视频那头兴奋地指挥着姐姐买、

买、买！

“有了这个馆，大家想吃我们新化正宗的土

特产，都不需要东奔西跑了，方便的不仅仅是

本地人，也方便了很多外地游客。”罗朝辉说，

为了保证质量，她经常上门收购村民家和涉农

企业产品。长沙芙蓉华天酒店、张家界华天大

酒店、娄底华天酒店、新化县古峰酒店等纷纷

到生活馆采购。同时，好姐妹消费扶贫生活馆

和娄底市、涟源市、冷水江市、双峰县等地的

消费扶贫生活馆互通有无，进行联动销售。

如今，3 个月过去了，生活馆的销售额已超

过 100 万元。“当初办消费扶贫生活馆的目的，

就是想帮老百姓卖产品。现在来看，这个目的

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接下来，罗朝辉正准备开发微信小程序，

期望打通线下线上销售渠道，让新化的农特产

品走得更远，让更多的村民受益。

助力开馆，“娘家人”很给力
2 月 1 日，好姐妹消费扶贫生活馆在新化县政府办

公楼旁开馆，看着来往的消费者，罗朝辉很高兴。这

一刻，她非常感谢新化县妇联的支持。

“我们有了想法后，却不知道如何申报，找谁申报。

这时我们想到了县妇联。”罗朝辉告诉记者，新化

农村巾帼致富带头人协会就是在县妇联的支

持和指导下成立的，县妇联主席钟英姿还

曾在 2018 年免费为她的蒿草粑代言。

有了县妇联的牵线搭桥，建立消

费扶贫生活馆的事情得到了县领导和

相关单位的支持。县妇联和县扶贫办

更是全程进行指导。

“建设消费扶贫生活馆，开展消费

扶贫，能够有效巩固脱贫成果，为全县

农村农产品搭建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

助力更多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走出新化、走

出娄底。我们当然要支持。”钟英姿告诉记者。

2 月 1 日，新化县众多领导出席了开馆仪

式。新化县委副书记周海强表示，近年来，新

化县妇联、县农村巾帼致富带头人协会紧紧围绕

全县脱贫攻坚大局，把消费扶贫作为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的有效途径，着力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

有效解决了扶贫产品的销路难题。县妇联、县农村

巾帼致富带头人协会要乘势而上，充分用好这个平

台，努力打造“产、供、销有效衔接、农企精准互

利共赢”的消费扶贫新格局，促进贫困群众农特产

品与市场长期有效对接，支撑和带动贫困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脱贫。

罗朝辉介绍，馆内的本地农特产品包括黄精、红

茶、白溪豆腐、猪血丸子、辉妹子蒿草粑，以及粮、油、

手工面等共 300 余种。“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好这个生活

馆，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梦想建馆，为村民更好地卖农产品
开一间消费扶贫生活馆，罗朝辉不是心血来潮。

1999 年开始在家养殖珍珠鸡的罗朝辉，在种养

殖业上摸爬滚打过很多年。曾经为了打开市场，罗

朝辉带着厚厚的珍珠鸡资料，提着几袋鸡蛋，去大

酒店、大超市上门兜售。“我知道要打开市场是非

常不容易的。”罗朝辉告诉记者。

2016 年，罗朝辉开始做蒿草粑，“蒿

草粑健康又好吃，销路应该不错”。

为了学到技术，她到处拜师学艺，

还到别人的商铺打工实践。然而“自

己做出来的蒿草粑，口感不好，没有

人愿意买”。

遭遇挫折，罗朝辉没有就此放弃。

她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始改良。经过

不断摸索，她做出的蒿草粑圆润光滑、松

软得当、甜糯可口，广受欢迎，很快成为当地

小有名气的特产。

她带领 70 多名贫困群众种植蒿草，并签订

产销合同，免费提供肥料和种苗。曾经的贫困户

唐立乐呵呵地告诉记者：“2.4 元一公斤，一年能收

割 5 次，亩产 3000 公斤左右，4 亩地一年的收入能

突破 3 万元。”在“辉妹子蒿草粑”做事的员工全

是贫困妇女或留守妇女，她们的平均月收入能够达

到 2500 元。“我每年开出劳务工资约 100 万元。”

后来，罗朝辉在县妇联的支持和指导下，牵头

组建了新化农村巾帼致富带头人协会，并担任会长。

“通过协会和自己的帮扶观察，我了解到不少企

业和村民的农产品，存在销售困难的现象。我希望

能够帮助他们。”罗朝辉告诉记者，她看到不少地

方都成立了消费扶贫生活馆，便找到县古峰酒店的

罗萍、湖南万兴蓉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吴雪

红一起商讨。“她们两个都是我们农村巾帼致富带

头人协会的副会长，一讨论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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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43 岁的娄底市新化县科头乡星火村
女子罗朝辉，现在有了一个新身份——“馆
长”。2 月初，她的扶贫生活馆开张，为
全县农村农产品搭建销售平台，众多县领
导出席。

三个月过去了，消费扶贫生活馆经
营得如何？卖出了多少农产品呢？ 5 月
11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这位
很特别的巾帼致富带头人。

养鸡场里走出一位“生活馆馆长”
“乡村振兴新角色”系列报道之一

罗朝辉（左）和吴雪红（右）去村民家里收购红薯粉。

新化县委副书
记周海强一行
在消费扶贫生
活馆考察。

生活馆里的腊肉等产品深受在外闯荡的游子喜欢。

扫一扫，为新角色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