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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被子”带火沙洲村巾帼创业一条街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郭右华 唐青

“今天客人多，已经卖了 2000 多元了！” 6 月 10 日下午，谈起当天的生意，
29 岁的女店主黄青笑开了怀。

黄青的店开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
瑶族村（以下简称“沙洲村”）。

2016 年 ,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 , 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半
条被子”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也让沙洲村成为闻名全国的红色村庄。

如今，来沙洲村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们纷纷吃上了“旅游饭”。其中，
从村里的民俗广场至“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老人旧居的必经之路，
已变成了“巾帼创业一条街”：约 400 米长的石板小街，有二三十家店铺，女
老板占了 80% 以上。黄青的店也在这条街上。

“不仅可以在家门口做生意，还能时刻陪伴孩子，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黄青的话道出了这条街上众多女性的心声。

“打工妹”成了店老板

 “我店里的顾客很多是年轻人。”

走进黄青的店里，她的这句话让记

者有些意外。

以前，黄青在广东省深圳市打

工，随着“半条被子”的故事红遍中

国，黄青的母亲罗有香开始在沙洲

村摆摊。“我应该是第一个在这里摆

摊的。”罗有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当时就靠两个凳子、一块板子，

支起了一个摊子。

眼看着来沙洲村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黄青和姐姐黄玲回到沙洲村

给母亲帮忙，黄青帮着洗菜、炸南

瓜饼，黄玲则忙着做直播。

后来，黄青又在巾帼创业一条街

的汝之辣食品店打工。没想到的是，

打工的她打着打着竟然接手了店铺，

自己做起了老板。

“除了继续销售‘汝之辣’系列产

品，我还卖当地的一些水果和干货，

如豆角干、萝卜干等。”黄青告诉记者，

干货都是她和家人从周边村民家里

收来的。好多客人对黄青说，干货

让他们回忆起了家乡的味道，但他们

只知道这些土特产好吃，自己不会

做。于是，黄青和母亲把干货加工

成了萝卜条、外婆菜、小黄姜、小红

姜等零食和小吃，“没想到很受年轻

人的欢迎”。

如今，不但沙洲村和文明瑶族乡

的老百姓主动送货到黄青的店里来

销售，而且临武鸭、东江鱼等市里、

县里的农副产品也纷纷进了黄青店

里的展台。黄青说，现在她们一家

人开了两家店，因为一天有四五百件

快递要寄，不会开车的她把会开车

的弟弟和弟媳也叫回了家来帮忙。

去年，黄青一家因父亲患病去世

欠下的二三十万元债务全部还清了。

更让罗有香意外的是，一名在她店

里多次购货的年轻顾客，竟然从外

地买了茶叶送给她。“我真没想到，

还会有客人送东西给我。”罗有香说，

“我们会继续诚信做生意，为大家提

供好产品。”

 

外地媳妇准备开第四家店

从黄青的店往徐解秀老人家的

方向走上10 米，有一家休闲驿站奶

茶店。它是这条街上开起的第一家

奶茶店，店老板叫朱晓英，是广东揭

阳人，她老公朱宏辉是沙洲村人。

“我第一次跟老公来沙洲村时，

这里还没有通高速，当时感觉怎么过

了一座山还有一座山，有点恐惧。到

了这里后，发现买个东西要走很远，

也没有任何娱乐项目。”28 岁的朱晓

英回忆，结婚后，她主要在广东生活，

直到“半条被子”的故事广为传播，

她才于 2017 年回到沙洲村

摆摊。“当时，中国（湖

南）红色旅游文化

节开幕式在我们

村举行，人特别

多，就想着在

村里做点小生

意，毕竟我们

也不能老是在

外面打工。”

刚开始，朱

晓英从家里搬来

一张小凳子放在民

俗广场，摆上一些小玩

具进行销售，后来扩大成两

个长凳子。摆摊一年多后，朱晓英

开起了店，“因为来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了”。

如今，朱晓英正在装修第四家店，

她的妹妹也从广东来沙洲村帮忙，

一些当地村民也被吸纳来就业。来

自隔壁韩田村的 28 岁女子黄跃珠以

前在广东省东莞市打工，现在在朱

晓英的一家文创店做销售员，每月收

入2000多元。“虽然工资没有外面多，

但也不错了，而且可以照顾家里老人

和小孩啊！”黄跃珠告诉记者，“我

看到一些视频里讲留守儿童很苦，我

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回村开店，
她和老公不再两地分居

 

“红薯干、陈皮，尝一点？”当记

者经过一家名为“瑶家巷土特产”的

店面时，57岁的女老板欧桃风叫住

了记者。一名男子在旁呼应：“放心啰，

都是自己做的。”该男子是欧桃风的

丈夫。

欧桃风以前在郴州市的一个农

贸市场卖菜，丈夫留在家种菜，隔

一段时间送到郴州。在外开店的 10

多年里，两人经常分居两地。“他一

个人在家喜欢喝酒，我在外面也管不

了他。”

去年 11 月，欧桃风决定回村，

她把自己家改成店铺。“在外

面卖菜很辛苦的，看

到村里红色旅游搞

得 好， 人气 旺，

我就决定回来，

一家人也可以

团聚。”欧桃

风告诉今日

女 报 / 凤 网

记者，“在家

门口开店，多

的时候，一天能

赚四五百元，而且

人也轻松些。”她的

女儿也在去年年底回到村

里开了街上第二家奶茶店。

聊起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创业的生

活，欧桃风不时笑出了声。

郴州市妇联：
为创业女性提供平台和机会

“产业富家，妈妈回家。”郴州市妇联党

组书记、主席首小翠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如何用好红色资源为群众办实事是郴州

各级妇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沙洲村，各

级妇联为创业女性提供了展示平台、培训机

会和荣誉，激励她们更好地发展。

郴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萍英介

绍，黄青经营的汝之辣食品店被评为湖南省

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朱晓英被郴州市妇联评

为“最美创业”人物，并通过妇联支持获得

小额贷款以扩张第四家店；罗有香等人参加

了当地妇联组织的厨师、编织等培训。拿到

厨师证的罗有香，除了帮女儿打理店面，还

谋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

同在巾帼创业一条街创业的陈宾兰，通

过郴州市妇联的推荐，参加了省妇联举办的

湖南省第二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并获得三等

奖。她把奖牌放在直播间，获得了更多粉丝

的认可。

借助红色旅游和当地党委、政府以及妇

联的支持，沙洲村的女性纷纷吃起了“旅游

饭”。据汝城县妇儿工委办主任严辉琴介绍，

沙洲村共有妇女 200 多人，在村里巾帼创业

一条街和民俗广场等地专职摆摊开店人员

28人，兼职摆摊 39人，在家种植水果 80人；

吸引外来务工妇女48人、外来摆摊开店妇女

45人。此外，全村在景区务工女性有 29人。

汝城县委副书记何青松：
用好红色资源，引领妇女听党话跟党走

沙洲村巾帼创业一条街是全省乃至全国

少见的村级巾帼创业一条街。这条街上有二

三十家门店，创业者大都是女性，有力地展

现了当地运用好红色资源，引领妇女听党话

跟党走，致力乡村振兴，成就自己和家庭，

带领当地村民共同致富的正能量、主旋律。

而且，这些巾帼创业者，既带动了当地农副

产品销售，又促进了汝城全县、郴州全市的

农副产品销售，更多村民因此回家，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都变少了，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黄青一边抱着安然睡去的孩子一边照
看店子。

外来媳妇朱晓英的第四家
店正在装修中。

巾帼创业一条街上，游人总是来了一批又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