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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 组团包百亩荒地创业，7年后……

资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全家人都反对我。”“他们说，三个女的，肯定会打架、拆伙。”“投了十几万，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图什么？”——这是三位“65 后”株洲娭毑
这 7 年来最常听到的话。

1987 年，周小姣、罗秋兰、谭八香一起嫁到了株洲市茶陵县洞头村 21 组，相识几十年。在做奶奶的年纪，三位“闺蜜”决定做一件大事——
承包 100 多亩荒了 30 年的地种枣子。三人里学历最高的周小姣初中毕业，她们约定创业中“不管谁错了，不吵架、不埋怨”。如今，枣园忙碌季
节能带动 600 多名村民就业。

她们还决定，现在抱团创业，以后抱团养老。

放手一搏开荒百亩地种枣

2016 年，村里有了新号召，发展

枣树产业。

这里原来隶属于枣市镇，地处茶

陵西南部，因境内盛产蜜枣而得名，

但由于城市化进程，这里大片土地抛

荒。三位奶奶流转的地，就曾抛荒几

十年。

听到村里的号召，周小姣动了心思，

从 1998 年起，她就到贵州打工，此

后辗转北京、广州。白天打工，晚上

摆地摊，一年除生活费能挣 个 5 万，

但外乡的生活始终不好过，“吃也吃不

好，睡也睡不好。年纪大了，就想回

家自己种菜种果。”

她知道，种地种果子，靠天吃饭，

那是百分之九十要亏钱的，尤其要种

绿色有机果子那就更难了。“但想孩子

反正已经成家了，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赚钱就赚了，没赚就当自我修行。” 周

小姣说。“给自家的人、给乡里人吃点

好的果子，给外面人也吃点好的，也

算是做好事。”

罗秋兰和周小姣是组上关系最好

的朋友之一，当周小姣和她提议的时

候，她也动了心，谭八香是罗秋兰的

妯娌，她也想加入 ：“我又没有文化，

出去打工家里没人 照顾，不如拼 一

拼。”

周小姣的家人知道后，没有一个

支持她。“种地累死人，又亏钱，不如

到外面打工。”家里人说。村里也有人

觉得，三个女的一起合伙，从没见过，

肯定搞不成。“后面一定要打架。”

三位奶奶却不觉得。“认识这么多

年了，对方的品德心里都有数。”在后

来的采访中，她们肯定地说。

仨姐妹一人拿出几十年的积蓄将

近 10 万元，流转了大约 100 亩的地，

地已经荒了，她们就用村里的挖机开

荒，2017 年 4 月，几千株树苗在原本

的荒地扎了根。

“那块地不好种，要有耐心。”周小

姣说，蜜枣村里之前也有人种过，但

都没活。为了对得起投资，她们早上 6

点就在地里做事，不能用除草剂，直

接用锄头挖，有时候搞到晚上才回来。

“除非下大雨，不然没一天能歇一歇。”

谭八香说。

就 这 样，3 年后，2020 年，这块

有人判断“种不活”的地，挂了果。

人生最难忘的一夜

这是地里第一次有了收成，收成

还不少，仨姐妹忙得团团转。

那时候路还没修，都是泥巴，没

有仓库，也没有冷库，都是人力摘果，

把果子放在一个大箩筐里，一点点背

出来，没地方放，就往家里塞。

周小姣每天还要到镇上、县里去

跑销路。 另外两个人，一个在地里看着，

一个在家里看着。枣子要晒，还要挑

出好果。

周小姣和罗秋兰永远记得，那是

2020 年的 9 月 5 日，三个人在家里挑

枣子。天气预报说，这天要下雨。三

人都在默默祈祷，千万别下，因为枣

子才收了不到十分之一。

到了晚上 10 点，淅淅沥沥一阵雨

声传来，雨最终还是下下来了。三个人

都蒙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个晚上是我这辈子都难忘的

一个晚上。”周小姣后来哭笑不得地回

忆，“比哭还难受，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谭八香则记得自己那天整晚吧嗒吧嗒

地掉眼泪。第二天，她们去地里一看，

果然，枣子基本都烂了。

但生活必须继续，她们一边互相

安慰，一边合计了一下，然后再互相鼓

励对方，不能放弃，不然就前功尽弃

了。于是，她们一边向政府申请支持，

一边继续投钱。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又加盖了一座冷库，解决了部分基础

设施问题。终于，在 2021 年，她们赚

到创业以来的第一桶金。

感动网友：闺蜜情比枣甜

2022 年 3 月，一段姐妹三人合伙开荒的视

频被偶然传上了网，一下子获得了网友的关注。

有人评论说励志，自己再也不躺平，也有人感

叹妇女能顶半边天，还有人说：“闺蜜情比枣甜”。

听到这些赞誉，三位奶奶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与大多数“爽文”型的创业故事不同，她们三

个知道，未来的路可能更不好走。

“毕竟，我们现在还是靠天在吃饭，天上的

事情真的很难讲。”当 3 月 21 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采访三姐妹如今的创业情况时，周小姣诚

恳地说道。其实搞农业是“高精尖”产业，一

个细节没处理好，可能今年就白干了。为了保障

收入，她们在地里又种一点西瓜、甜瓜、南瓜等等，

还买了三千多只鸡。为了节省成本，她们自己种

菜，再挑回来喂给鸡吃。大年初一，大雪把地

里铺得白茫茫一片，她们没有在家烤着火过年，

而是一大清早就赶紧在地里做事。

“没日没夜干了七年了。”周小姣说，但她有

信心，还会一直乘风破浪地干下去。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朱泓江）近日，由常德市妇联、

常德市林业局举办的全市“执

委姐姐来植树”活动启动仪式

在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举

行，开启常德市执委“五个一”

大履职（2022 年，全市 3.5 万

名执委完成种一棵树、联一个

户、提一条建议、开展一次宣

讲、参加一次培训的任务）的

序幕。约 120 名妇联执委参加

活动。

整地运苗、扶苗填土、浇

水培土、踩实压实……妇联执

委们相互配合，现场一片忙碌

火热的景象。经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120 余棵茶树、红叶石楠、

紫薇昂然挺立，每棵树上悬挂

了执委签名的认种认养牌，四

片“巾帼林”展现出勃勃生机。

大家纷纷表示，要争做全市“执

委大履职之种下一棵树”行动

的先行者，争做“美丽常德”

行动的守护者，争做“全民义

务植树”行动的志愿者，带动

广大妇女和家庭增强生态意

识、环保意识，促进村庄、家

园增添绿色、增加靓色。

据了解，3 月底前，常德每

个区县（市）将至少打造一片

巾帼林、每个乡镇（街道）将

至少打造一个集中种植片区、

每个村居（社区）将至少组织

一次集体种树活动、每名妇联

执委将至少种一棵树，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半

边天”力量。

仨姐妹在地里忙得团团转。

《移居美国的长沙爹爹，退休金为何取不出来》后续

工行回应：特事特办，已为客户解决问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3 月 17 日，《移居美国的长沙

爹爹，退休金为何取不出来》在

今日女报 05 版刊发后，引发读

者强烈反响，有不少读者留言称

不理解工行此举 ：“银行为什么

不让老人领取他的退休金呢？”

“之前老人的存折之所以被

冻结，有几个方面的原因。”3 月

23 日，中国工商银行长沙铁道

支行的吴行长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一是因为刘爹爹的银行

账户九要素信息不齐全，“这张

存折开户的时间很早，缺乏详细

地址和本人手机号这两个重要信

息。”二是因为该账户超过六个

月没有使用过。基于这两个原因，

“刘爹爹的账户暂时就用不了了，

根据规定，他要到银行来补充信

息。”吴行长说，现在在银行开

户的地址要具体到门牌号，因为

手机支付的普遍使用，账户的手

机号码也需要本人的号码。

但碰到像刘爹爹这样移居国

外的客户该怎么办？“我们银行

有一个境外客户代办的流程，对

账户所有人长期在境外等无法上

门核实身份的，由账户所有人提

供经所在国家或地区中国使领馆

机构认证或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明确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

以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后，由

被委托人持委托授权书，账户所

有人有效身份证件、传真件或影

印件及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前往营业机构代账户所有人办理

相关业务。”吴行长说，银行的

这项规定“也是为了客户的资金

安全，让客户的资金有保障”。

吴行长表示，了解到刘爹爹

的具体情况后，银行方面已经

为他们申请了“特 事特办”，通

过了“一事一议”流程。“银行的

工作人员和老人视频，老人也在

视频里签下了委托授权书，委

托他儿子来办理相关业务。”她

告诉记者，通过“一事一议”流

程后，老人也不再需要去使领

馆进行身份认证了。刘爹爹的女

儿告诉 记者，他们的问题已经

得到了解决，父亲此前的退休

金也可以取出来了。

“之前我们网点没有碰到过

国外的客户，如果今后还有这种

客户，我们肯定都会‘特事特办’，

积极与上级进行沟通。”吴行长

说，他们一定会站在为客户解决

问题的角度，积极去处理各种各

样的疑难业务。

常德启动“执委姐姐来植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