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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农民上大学，一人改变一村
“感觉自己成了大学生，学习之后回乡创业收获真的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几位女“农人”笑着向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说。
近年来，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民大学生培养工作，每年约有一万余名农民走进学校，成为本科、专科学生。而在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从当地“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 ( 本科级 )”暨农家女学历提升班 ( 大专 ) 就走出约 3700 名农民大学生，这群“新农人”
不但学以致用成为产业致富带头人，更有不少优秀女性参与其中，带动周边农户约 7000 户共同致富。

种吊瓜+学历提升 

“新农人 兴农人”

系列报道④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湖湘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农人，他们逐梦乡村，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新面貌，
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兴农人”。今日女报 / 凤网特策划推出“新农人 兴农人”系列报道，关注新农人
中那些优秀女性，看她们如何用聪明才智，在广阔的沃土之上谱写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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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实习生 蒋蓉蓉

 7月17日，在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腊尔山镇，

的贺村妇联主席王菊兰正冒着

炎炎烈日在给自家吊瓜剪去多

余的枝条。虽然汗如雨下，但

王菊兰干得很开心。

“现在正是长吊瓜的时期，

剪掉多余的枝条可以更充分

地利用肥料。”王菊兰告诉记

者，她种了30 余亩吊瓜，现

在差不多一个星期要剪一次

枝，每次她只用两天时间就可

以剪完。

49 岁的王菊兰原本在腊

尔山镇开了一家有名的粉店。

2017 年，腊尔山镇党委、政

府启动了“引能人回村”的干

部计划，王菊兰主动放弃年收

入约 8万元的粉店，毅然回到

的贺村，竞选上了村妇女主任。

“当时我的儿女都已大了，家

里日子也不错，就想为村里做

点事。”

如何带动村民实现产业致

富呢？

王菊兰凭借多年的经商经

验，与村干部们考察后决定在

当地发展吊瓜产业。

可是，受地势环境的影响，

的贺村原来交通信息闭塞，自

然环境恶劣，各村寨小组比较

分散，而种植吊瓜前期需要一

定投入，很多村民不敢轻易行

动。

“那我们村干部就带头

干！”王菊兰告诉记者，2019

年，她率先种植了34 亩吊瓜，

当年就回收了一半投入，“那

还是因为收成不太好”。第二

年开始，一部分村民慢慢被带

动加入种植吊瓜的行列。同

时，王菊兰还和其他村干部前

往浙江等地跑市场，联系一些

收购吊瓜的商家，解决销售问

题，“对方不仅派车来村里收

购，而且收购的价格也比当地

商贩给的高”。

2021年，王菊兰成为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组织部

联合州妇联等举办的“农家女

学历提升班 ( 大专 )”的一员，

将于明年秋季毕业。

现在，王菊兰所学已经在

工作中工作发挥了作用。

作为村妇联主席和“执委

妈妈”，王菊兰非常关注留守

儿童的成长，她以前的关注点

更多的是在物质上，而现在更

注意留守儿童的精神需求，“以

前还困惑有些孩子在我们送了

礼物之后为什么脸上没有什么

喜色，现在懂了。”此外，在

调解邻里关系上，她也有了更

多的认知和办法。

随着王菊兰在村里处理各

种问题越来越得心应手，以及

她家吊瓜产业发展得越来越

好，村民越来越信任她，一起

种吊瓜的村民也越来越多，现

在村民们总共种植了1270 亩

吊瓜。同时，村民们的思路也

越来越开阔，村里的金银花、

油茶、茶叶、辣椒、优质稻等

种植基地也随处可见。

“种植吊瓜平均一亩可增

收 6000 元。那些种植亩数多

的，收入早就超过我了。”王

菊兰笑着说。

 “你家的玉米收得怎么样了？什

么时候可以送来？”7月16日，古丈

县妇联执委、断龙山镇梅塔村妇女

田秀芝正忙着给村民们打电话。

如今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田

秀芝正在执行此前与村民签订的协

议，约定收购村民家带须玉米的时间，

“现在收购价是 500 元 / 吨，如果市

场价格低于 400 元 / 吨，则按 400

元 / 吨收购。”

除了带须玉米，村民家的稻草、

红薯藤、花生秧等，田秀芝都收购。

田秀芝原来学的是家电专业，但

中专毕业后从事建材生意，所学并

没有派上用场。

2014 年，田秀芝当选村主任后，

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全村

群众带上脱贫致富路。在一个极为

边远的山村，发展什么产业，如何

发展，贫困群众如何才能积极参与，

每一件都是难题。

经过反复考察思考，在各级领

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村里最

终确定立足本村土地优势发展湘西

黄牛养殖的项目，以此来带动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当时主要是看到村

里有山有河有坡地，非常适合养牛，

而且牛的价格也非常不错。”

但老百姓怕亏本，都不敢养，田

秀芝便带头养了60 多头牛。

2016 年，田秀芝报名成为了农

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一名学员。

说起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

很多人会说，这个村名真是名副

其实。作为保靖黄金茶的原产地

和主产区，黄金村一个村的茶叶

种植面积就突破了3.2 万亩，全

村 3000 多人通过种植、加工、

销售保靖黄金茶走上了致富路。

其中，就有石英超的身影。

石英超是黄金村党总支书

记、村主任、妇联主席，村民对

她的第一印象就是爱笑、对人热

情大方。

2015 年，在产业扶贫政策

帮助下，石英超创办了保靖县

壤寨古茶坊家庭农场，推行“党

员干部 + 合作社 + 建档立卡户”

模式，发展茶叶基地 500 亩，

带动黄金村及周边村 350 余名

群众发展产业，其中包括 20 户

135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农

场每年收购茶农鲜叶约 3.5 万

公斤，为 130 多户茶农解决了

鲜叶的销售问题，为茶农增收

200 余万元；茶园基地每年用工

1700 多个，为农户提供农业产

业化劳务收入近 120 万元。

石英超深知要想将黄金茶

做大做强，就必须保证黄金茶

的品质。2015 年至 2016 年，她

分别参加了在南昌、昆明、长

沙等地举办的农村致富带头人、

茶园培管加工技术等学习培训。

2020 年，她又成为国家开放大

学 2020 秋季茶艺与茶叶营销（茶

叶评审与营销方向）专业专科学

员。

此外，2017 年，还是村妇

女主任的石英超，主动组织本村

35 名年轻党员群众到长沙学习

茶叶加工及茶艺知识培训，并全

部获得茶艺师资格证。

通过一次次的充电学习，她

实现了自身素质的快速提升。她

所在的加工厂第一个通过了黄金

茶生产“SC”认证。她通过创办

网络直播销售间，定期进行茶叶

技术、茶艺、茶文化培训，禁止

使用农药等方式，从原料上、加

工技术上极大地保证了质量，引

领保靖黄金茶产业加速发展。

2021年黄金茶村的茶叶总产值达

2.8 亿元。

村民纷纷感慨：黄金村成了

名副其实的“黄金”村。

= 结“金”果

王菊兰手捧吊瓜喜笑颜开。

养牛 +法律学 =“牛”气冲天

“我那时还是村干部，学的

是法律专业，这样方便更好地

处理村里的纠纷。”田秀芝告诉

记者，学习法律专业，同样有

助于发展产业。“通过法律法规

和政策的学习，让我对政策有

了更深的认知，做起事情来更

明白需要遵守法律，这是一个

底线。就算有再大的利润，只

要它突破了法律这个底线，就不

能去做。”

牛的养殖周期长，通常养

殖两年以上才销售，但田秀芝

坚持用植物喂养，不用其它饲

料以缩短生长周期。“销售的

公牛也都是健康的公牛，老弱

病残的都处理掉了，不赚黑心

钱。”

因此，田秀芝销售的牛在

当地政府打造的销售平台上非

常畅销，“很多人通过这个销售

平台来找我们订货，我们就免

费把新鲜牛肉送上门”。

正因为知法守法，田秀芝

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保证

合作农户以及消费者的利益。

6 年来，她的黄牛养殖场从几

个小小的牛棚，发展成集“产、

供、加、销”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建有标准化牛舍 8 栋、人

工种草基地 1900 多亩、黄牛存

栏 700 多头，带动 3 个镇 6 个

村300多户1000多人共同致富。

“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我

更加明白诚信经营的重要性。

只有诚信才能让企业活得更为

长久，才能更好地带领村民共

同增收。”田秀芝由衷地说。

茶加工+ 茶文化 =“黄金”茶

田秀芝像对待孩子一样养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