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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从菖蒲塘到十八洞

“女子嫁接队”“绣娘团”让生活变了样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2013 年 11 月 3 日，在湘西州苗家吊脚楼
前的一块平地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
准扶贫”理念，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2021 年 2 月，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工作，在人
类反贫困斗争史中创造了人间奇迹。如今，乡村
振兴如火如荼，在这片交出了“精准扶贫”优秀
答卷的湘西土地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

“现在真是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村里的日子变好

了，我自己家的日子也好过

了！”说这话的是湘西花垣

县十八洞村老支书，石顺莲。

虽然已经过去 7 年多时

间，但石顺莲还是清晰记得

习近平总书记到来那一天的

心情。在座谈上，当习近平

总书记问到村里人均收入多

少，达没达到小康水平时，

时任村支书的石顺莲向习近

平总书记汇报，十八洞村离

小康路还很远，“我这个村太

穷了，当时心里都快哭出来

了，（我觉得）没脸面见总书

记。”

第二年，退居二线的石

顺莲就想着成立一个苗绣合

作社，“让妇女们在家门口就

可以赚钱”。很快，石顺莲注

册成立了“十八洞村苗绣特

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家里的

三间瓦房都被她“贡献”出

来当作合作社的“工房”。

经过石顺莲的努力，很

快，合作社就与几家公司达

成了合作意向，接到了第一

笔订单——在书签、屏风、

钱包上绣花，一朵 15 元。接

着，第二单、第三单……随

着订单纷至沓来，第一年，

合作社的订单总额就超过 10

万元，绣娘人均年收入 5000

多元。

如今，石顺莲的苗绣合

作社已经有 54 个社员，有

28 名妇女在工房里绣花，虽

然受订单数量限制，一年只

需要工作 3 到 4 个月，但依

然可为家里增收将近一万元。

而随着十八洞村的发展，

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起来。

花垣十八洞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石鹏告诉记者，

景区开始正式运

营后，最多的

时候，一年

的游客量

达 到 了

60 万 人

次。 今

年 上 半

年， 景

区的游客

人数达到了

24.2 万 人 次，

村里的民俗和农家

乐达到了20多家。今年6月，

十八洞村又和德夯大峡谷、

矮寨大桥一起，被评为国家

5A 级景区。

与此同时，三个景区之

间的公交专线也开通了，65

岁及以上的老人可以凭身份

证免费乘坐公交车到矮寨大

桥景区，随后再坐车到吉首

火车站和汽车站，“其他人也

只要 3 元一次”。

景区得到了发展，作为

十八洞村“形象大使”的石

拔哑老人，生活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老人的家时，曾亲切地

称呼她为“大姐”。随着十八

洞村乡村旅游产业的兴起，

“大姐”家也成为了游客到十

八洞村一个必须“打卡”的

景点。为此，石拔哑被旅游

公司特聘为“形象大使”，一

个月可以增加 1500 元的收

入。

“村里人多了，也热闹了，

日子好过了，人也年轻了。”

如今，72 岁的石拔哑一年有

了近 3 万元的收入，曾经只

到过镇上的她现在几乎年年

都要去一次北京，“今年 4 月，

我又到北京去了”。

每一次到北京，石拔哑

都要去看一次天安门，曾经

只会说苗语的她也学会了普

通话：“感谢共产党，感谢习

主席。”

“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

石鹏正在带领景区的工作人

员对十八洞村景区进行品质

提升，进一步完善景区内配

套功能设施的建设和景点项

目设施的建设，争取吸引更

多的游客到十八洞村游玩。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大

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说着说着，石顺

莲开心地唱

起了歌。

9 月 9 日，湘西州凤凰县廖

家桥镇菖蒲塘村村民田香群

家里，摆满了刚从地里摘

下来的猕猴桃果，请来的

两位阿姨正在飞快地将

果子整齐地摆放在快递

箱中。而田香群也没闲

着，她一边用手机接收

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一边熟悉地用电脑打印快

递信息，随后将阿姨们打包

好的猕猴桃果封箱，贴上快递

单，等候快递员的到来，“今天

已经送出去 3 车猕猴桃了”！

今年 41 岁的田香群是菖蒲

塘村的媳妇。但之前这里曾是

一个典型的干旱村、贫困村，“有

女莫嫁菖蒲塘，塘上只长菖蒲

草”，便是菖蒲塘村当时的真实

写照。

穷则思变，菖蒲塘村从1983

年起先后引进柑橘、猕猴桃等

品种，田香群的公公丁青青和村

民王安全等人也主动走出去，学

习先进嫁接技术，成了村里富起

来的第一批村民。随后，通过教

学，村民们个个都掌握了嫁接苗

木的技术。

1998 年，正在县城上中专的

阿拉营镇姑娘田香群和同学从老

师那里得知，菖蒲塘村急需嫁接

工人，不仅可以学习嫁接技术，

还有工钱拿。不怕吃苦的田香群

报了名，她的师父就是丁青青，

顶着 6月火辣的太阳，田香群很

快就掌握了嫁接技术，成为了一

猕猴桃全身是宝，卖完果来又卖苗

老支书高歌政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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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开拓市场，做大做优

水果产业，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菖蒲塘村女子嫁接队”成

立！如今，这支女子嫁接队通过

销售嫁接苗木和提供水果嫁接服

务，一年可以创收800万余元。

乡村
振兴

说起现在的好日子，
石顺莲开心地唱起了歌。

把好手。随后，丁青青也成为了

田香群的公公。

随着市场的需求，菖蒲塘

村的水果产业越来越大，成为

全县优质水果引种、示范、推广、

服务基地。

2013 年 11 月 3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菖蒲塘村考察，提

出“要依靠科技，开拓市场，做

大做优水果产业，加快脱贫致富

步伐”。也正是这一年，菖蒲塘

村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剩余劳动

力就业问题。时任村支书王安全

提议，村里会嫁接技术的妇女

多，可以成立“菖蒲塘村女子嫁

接队”。随即，包括田香群在内

的16 名妇女马上报名参加，“这

也是适应市场越来越多的需求，

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组织”。

随着到菖蒲塘村购买苗木

的果农越来越多，田香群和姐

妹们的嫁接活也越来越多，短

短几年的时间里，她们的足迹

遍布湖南、贵州、重庆、四川、

陕西等地。与此同时，队伍也

从最初的 16 人壮大到如今的

247 人，通过当地定期组织

的技术培训和严格的考试，

2019 年，田香群还成了新型

职业农民。

眼看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

大，田香群也发现了另一个商

机：培育嫁接苗木比单纯的提

供嫁接服务要更挣钱。她解释，

一亩地可以培育 2万株苗木，一

株苗即使最低卖 3 元，一亩地

的收入也可以达到 6万元，而

单纯的提供嫁接服务一天最多

能挣到 300 元。

如今，女子嫁接队通过销售

嫁接苗木和提供嫁接服务，一

年可以创收 800万余元。

“春天时培育猕猴桃嫁接

苗，等到了秋天，又可以销售

猕猴桃果。”田香群也借着网络

发展的契机，在手机上卖起了

猕猴桃，客户的口口相传让她

的猕猴桃供不应求，“我自己家

的猕猴桃已经卖完了，正在帮

助邻居家售卖”。

如今，田香群家里共有 40

余亩猕猴桃，其中，有 30 余亩

的猕猴桃用来结果，10 亩地用

来育苗，“乡村振兴已经开始了，

各种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增大，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未来的

日子将会越来越好过”！

田香群家的生意红红火火。

在 十 八 洞 村
“网红”大姐石拔
哑家的桌上，放着
几张她笑得最开心
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