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2020 年 9 月 16 日，

正在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
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乘
车来到沙洲现代农旅示范
基地了解扶贫产业和增收
情况，殷殷叮嘱，要推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如今，一年过去，随
着沙洲村的汝城小黄姜、
辣椒、茄子和猕猴桃、奈
李、水晶梨等果蔬产品热
销粤港澳大湾区，沙洲村
的村民们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

“和习近平总书记见面的那一

天，正好是���的�� ��������的�� �����的�� �����

回忆起一年前那个特殊的下午，

���的妻子朱和莲透露，当时

亲戚朋友齐聚在家里，正等待�

��从��������������������

地里��，一家子������，里��，一家子������，��，，

没想到，���却迟迟不归�

下午 4点左右，就在朱和莲

准备打电话催促一下���的时

候，�却一脸喜气洋洋地从外面

走进来��

这一天，是 2�2� 年 9月16��

���正在���地里��，正在���地里��，，

在���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

了过来，接过�从田里拔出来的

��，并向�了解了�里的产业

�展和增收情况，“总书记对我们

�民，对�业（的�展）十分关心��

���记得，就在���地

旁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

励�展�民合作社，推动�业适

度规模经营，加强对�民的科技

服务，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参

与市场竞争和应对灾害能力�这

些话，���一直记在心间，当

作了自己的“��愿望�，并一直

努力实�着�

���是��������

�地负责人�在妻子朱和莲的

心里，���是一个“硬气�的

当家人�2��� 年，�了�家人能�2��� 年，�了�家人能2��� 年，�了�家人能

够�更好的�活条件，���开

始从事水果种植产业�2�1� 年，

���承包了���附近的 3��

亩荒山，种植奈李等水果；察觉

到近几年汝城小黄�的市场行

情不错，2�2� 年，���又流

转了11户�户的土地，共计 9.8

亩，种植汝城小黄��

�践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2�2� 年11月，汝城���2�2� 年11月，汝城���

�8 个合作社成立了�民专业合作

有发真“发”了！�����������������������������������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而随着家中种植规模的不断

扩大，朱和莲也走出家门，帮助

丈夫打理�地�与朱和莲一样，

如今，随着�子产业的不断�展，

���外出工作的妇女纷纷选择

回到家中，带好小孩的同时，和

留守在家的妇女一样，在家门口

就可以实�就业�

“我曾经就是一名很普通的

家庭妇女��比起“陈宾兰�这个

本名，她更�人熟悉的是自己的

网名“陈二姐��谈起去年习近平

总书记到���考察时的情景，

陈宾兰仍难掩激动�她告诉今�

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一年来，不

仅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还多了

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

2�18 年，陈宾兰无意中在朋

友圈看到�人转�“免费学习电

商�的链接，在和朋友再三确认

后，陈宾兰报名了，并通过了最终

筛选，开始上课学习如何写公众

号软文�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陈宾

兰开始尝试着�同学们的产品撰

写软文，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不少读者在看到软文后前来购买

商品��

�此，陈宾兰想着，�什么

不帮着姐姐来推广她手工做的汝

城特产呢？于

是，她在网

上注册了名

�“陈二姐�

的账号，开

始销售姐姐手

工做的汝城特

产�

随 着� 意 变

好，陈宾兰不再局限于卖自家商品，

她开始奔波在汝城县，四处寻找

优质的�特产品�2�2� 年，�了

更好地销售，陈宾兰成立了郴州

市陈二姐�业开��限公司�

而像“陈二姐�这样，投��

��振兴中的女

性在郴州并不少

见�郴州市各级

妇联紧扣市场

和女性需求，共

组织开展家政服

务、直播带货、新型

职业女�民等技能培

训 27� 场，培训妇女

126��人，并与人社部门、园区

企业对接，开展线下线上招聘活

动127 场，� 2973� 名女性提供

免费服务，帮助�87� 名女性成功

就业，�“产业附加，��回家�附加，��回家�，��回家�

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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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大户特殊的生日愿望

软文达人火爆的特产销售

不仅是���，在文明��

�，不少种植大户都深受鼓舞�

其中，二都��民李文权就兴奋

地表�：“等到习近平总书记再来，

我一定要请�吃我们家的黄金奈

李哩！�

李文权口中的“黄金奈李�

是�和父亲李幸福历时 6 年研�

出来的奈李新品种，“黄金奈李�

的果子和其�奈李不一样，整颗

果子不过小孩拳头大小，通体呈

�出金黄色，闻着�一股清香的

味道，一口咬下去，甜蜜的汁水

就迸溅出来，令人回味无穷�

1987 年，李幸福在自家的自

留地里开始种植水果，成�了第

一批水果种植��户�经过 8 年

的不断试种、改良，�进新品种、，�进新品种、�进新品种、

研究果木嫁接技术 , 直到199�

年，李幸福才真正赚到了钱�

“自己富不是真的富��秉�这�这这

一想法，李幸福一边学习新技术，

培养更多更好的果苗，一边将果

苗分享给�民，并无偿��们提

供技术指导，每到这时候，妻子

陈建英就会承担起照顾自家果园

的任务�

功夫不负�心人，在李幸福

的带动下，文明�越来越多的�

民开始从事水果种植，种上了奈

李、水晶梨等果树，走上了致富

道路�因此，李幸福在 2��1年

获得“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辅佐丈夫创业的陈建英则被评�

了巾帼创业能手，作�文明��

�的一名妇女�表，参加了汝城

县第十一次妇�会�

2�14 年，在外务工的李文权

选择回到家里，和父母一起，在

果园里帮��彼时，李幸福正在

研究嫁接开�一种新的奈李品

种——黄金奈李，李文权也加入

到黄金奈李的研�中�

2�17 年，第一批种下的黄金

奈李一收成就获得大家的欢迎，

随后，李幸福和李文权父子俩一

边扩大黄金奈李的规模，一边将

苗木提供给周围的�民�如今，

李幸福的“幸福�场�已经�了

奈李、黄桃、水晶梨等 2� 多个

品种，种植面积达到 4�� 余亩，

每年�附近�子的留守妇女和老

人们提供不少工作岗位�

李文权更是联合�民们成

立了汝城县文�水果种植�民�水果种植�民水果种植�民

专业合作社，“‘文’是李文权的

‘文’，‘�’字则来源于我妻子

��梦��说起妻子��梦跟随

着自己回到家�打理果园，李文

权十分感激�

2 果园能手致富的幸福农场

社联合社�今年 6月，汝城奈李�今年 6月，汝城奈李今年 6月，汝城奈李

协会也落地成立，在品牌打�、打�、、

产品销售、水果品质等方面建立

起了统一的规定�汝城县�业�

�局还会定期派驻�艺师和科

技人员，到�里来指导�户们如

何应对�作物病虫害，“平时�什

么不懂的，打一个电话，�们很

快就会�到�子里来��会�到�子里来���到�子里来��

“汝城小黄�既可以当作食

材，也可以作�药材，经济价值

比较高�����告诉记者，去

年小黄�成熟后，每亩地收获了

���� 余斤，每斤的单价则�4.�

元�看到小黄�在市场如此走俏，

���又流转过来了2� 亩田地，

继续种植��，�估计：“今年

��的价格只会高不会低��

“总书记提出来的 4 个指�，

我们这一年已经�成了一半多，

剩下的，我们继续努力�����

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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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殷殷嘱托，奋力谱写湖南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一周年

要鼓励发展农民合

作社，推动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加强对农民的

科技服务，提高农产品

质量，提高参与市场竞

争和应对灾害能力。

农业

农业·汝城瑶族乡

“陈二姐”陈宾兰在田
间地头直播。

今 年， 张
有发和朱
和莲的汝
城小黄姜
又将迎来
丰收。

2020 年 11 月， 汝

城瑶族乡58 个合作社成

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年 �月，汝城。�年 �月，汝城�年 �月，汝城

奈李协会也落地成立，

在品牌���产品������产品����产品���

水果品质等方面建立起了

统一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