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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女子务工队，挣钱顾家两不误

“新��� �����
新��� �����

�����

系列报道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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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 4 点半，村妇联执委曾小翠开始带领伙伴们出发去扯秧苗；清晨 5 点半，村妇联
执委田国英和伙伴们启程去做美食；早上 6 点多，在社区两委和妇联组织指导下成立的女
子务工队，在队长廖玉莲的带领下前往镇里的草莓基地消毒、除草、下地肥……

在永州祁阳的一些乡镇，基层妇联组织在祁阳市妇联的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
引领妇女组成了 30 多支女子务工队，妇女同胞们抱团做事，共同增收，共赴幸福生活。

扫一扫，
分享新农人传奇

“以前村里合作社或种田大户都是喊外面的人来

做，我们就想能不能组建自己村的女子务工队，既

增加本村村民的收入，又让大家从牌桌上走开。”8

月 5 日，祁阳市七里桥镇观音堂社区主任苏四军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去年组织社区干部和社

区妇联主席一起讨论后，决定邀请返乡的女老板廖

玉莲来当队长。

52 岁的廖玉莲原本在广东的农贸市场做生意，

一年可赚三五十万元，前两年回到村里带孙，晚上

就带领大家一起跳广场舞，而且在城里买了两个铺

面。

曾经一年赚不少钱的廖玉莲会接手这个日赚

100 多元的辛苦工作吗？

8 月 5 日上午 11 时许，记者见到了早上 6 时便

带领姐妹们去草莓基地除草的廖玉莲。

“我当然接啊，儿子在当社区干部，我����社区干部，我����干部，我����

他的工作；村里姐妹们，有些人围着牌桌不下来，

我也想带领大家干点事、赚点钱。”廖玉莲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五六十岁的妇女去工厂打工基

本没有人要，自己去做零工也很困难，一般老板要要

请人都�意��队，����便。”都�意��队，����便。”

廖玉莲每次接了业务，都会和队�们一起做事，会和队�们一起做事，和队�们一起做事，

拿一样的工钱。54岁的脱贫户彭美凤以前喜欢打牌，

�不到人生的�向，加入廖玉莲的女子务工队后，

一个月能赚3000多元。“有事做，有钱赚，哪个不干？

哪个�意顶着个贫困户的帽子啊。”彭美凤笑容满

面地告诉记者，她喜欢现在这种充实的生活。

同时，社区干部和妇联工作人�积极�女子务工

队做好服务工作。“社区干部轮班去陪同她们做事，

有什么事可以帮忙及时处理，比如像现在高温天气，

就会带些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去现场。”苏四军介

绍，“有了女子务工队，不但增加了村民收入，而且

有效制止了稻田抛荒，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现在，祁阳城里一些单位都会邀请廖玉莲的女

子务工队去做保洁等工作。

跟着丈夫回乡创业的七里桥镇观音堂社区宜家

生态农业负责人王家宜，利用离城区比较近的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水果种植，做到冬春有草莓，夏有哈

密瓜、圣女果，秋有无花果，让城里来的游客一年

四季都能采摘到新鲜的水果。她也在社区和妇联的

号召下组建了一�固定的女子务工队，“我们基地有

事就在基地做，基地没事就去外面做”。就去外面做”。去外面做”。

农家少有农闲月。8 月初，气温渐高，正是永州祁阳市

晚稻插秧好时节。8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黎家坪镇培子湾

村的水田里，10 多名村民正顶着烈日，娴熟地插秧。转眼

间，一块块空荡荡的水田便换上了崭新的“绿装”。放眼望去，

一棵棵秧������队的��，充满生�和活力，�村棵秧������队的��，充满生�和活力，�村秧������队的��，充满生�和活力，�村

庄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记者走近一看，发现这些埋头插秧的村民清一色全是

女性。

原来，她们就是�当地村民组�的女子务工队。�当地村民组�的女子务工队。当地村民组�的女子务工队。

“天太热了，我们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去扯秧，8 点多

钟去插秧，11 点多回家休息，下午 4 点半再出发做两个半

小时。”培子湾村女子务工队队长之一、村妇联执委曾小翠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起来太早了，秧田里有好多�子，起来太早了，秧田里有好多�子，太早了，秧田里有好多�子，里有好多�子，有好多�子，

所以大家会穿长衣长裤下田，这样插秧时也可以防蚂蟥。”

2015 年，村里土地大多数流转给了种田大户，村民每村民每每

年可收获 200 元 / 亩流转费，很多留守妇女除了带娃无事可

做。作�村妇联执委，曾小翠和前任村�书的妻子罗秀英

两人一商量，决定带领大家组队，就近�种田大户做工，“种

田本领都是现�的，一起做事，还能赚点小钱来改善生活”。

现在很多种田大户不都是采用�械插秧吗？�什么还

会请村里的女子务工队去帮忙呢？

原来，当地很多种田大户都是种双季稻，在早稻和晚稻

之间要抢着育�、插秧，当地称之�“双抢”。黎家坪镇组

织委�兼妇联主席谢南南告诉记者，晚稻通常要在 8 月初

之前插完秧，这样�可保证禾�能够及时抽穗，否则，当

气温开始降低，禾�就无法抽穗。而用�械插的秧的生长

周期会多出半个月，这样就可能导致晚稻延后插秧，从而

影响晚稻产量。罗秀英告诉记者，当地种田有这样的谚语：

“寒露冇出不得出，霜降不黄死不黄。”其意思是，寒露节

还没有抽穗，禾�就不会抽穗了，霜降节禾�不黄就不会

黄了。

�此，当地的种田大户，如果选择种一季稻，可能会

选择使用�械作业，如果是双季稻，则会请人工插秧。曾

小翠说：“�械插秧较浅，人工插秧较深，可以长得�好。”

如今，曾小翠带领的女子务工队有 10 多名队�，都是

本村村民。这些队�都是经过挑选的，“要做事勤快的，插

秧速度差不多的，一人一天最快可插一亩田”。

虽然辛苦，但一人一天能赚 170 元。“拿着钱去买些自

己想吃的水果、肉啊，很开心的。”罗秀英笑着说。

除了在本村插秧，务工队还会去其他村的果�、��会去其他村的果�、��去其他村的果�、��

合作社等提供杀虫、除草、摘果子等服务。

七里桥镇邓家岭村的妇联执委田国

英在当地是个名人，很多人家里办宴席

都会想到她。她不仅开通了个人抖音号

自拍做宴席视频，还有一些粉丝拍她做

宴席的视频发到抖音，�她做宣传。

“我 48 岁才出来做这一行。”田国英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跟师父学

了四年后，决定自己搭班子做美食女子子

务工队。在她看来，“女人嘛，总要�点

事做”。

队伍中有人洗菜、切菜、配菜、端菜，

个个做事都勤快，而田国英则负责做主

厨。通常40 桌以内，无论是寿宴、婚宴、

开业宴、新屋落�宴等，田国英一个人

做主厨就能搞定。

祁阳人最常见的宴席是“吃十碗”，

大致有大杂烩、头牲（鸡）、猪脚、墨鱼

豆腐丝、膀肉、猪肚、米花丸子、小炒、

鱼、小菜等，其具体内容和上菜顺序会

�地�不同或红白喜事之别而有所调�。

“比如，祁阳城里出鱼是第三道菜，有些

村里出鱼是第六；�打三��办�席的第出鱼是第六；�打三��办�席的第办�席的第的第

一道菜��是头牲。”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菜品原材料也有所�新，比如做鱼，

以前是雄鱼等淡水鱼，现在根据主人家

的需求会变�多宝鱼等海水鱼。“所有细

节都需要提前跟主人家沟通，了解当地

的习俗，免得出差错。”田国英告诉记者，

通常接单后，她会提前一天去主人家沟

通，了解主人家的需求，定好桌数、菜品、

上菜顺序、餐数等，�给出食材�买建�。�给出食材�买建�。给出食材�买建�。

如果主人家比较远，田国英和伙伴

们会早上5点钟起床，5点半就出发。如今，

以田国英家�中心，�圆 50 公里内都有

她和伙伴们做菜的足迹。  

她们从机械插秧中分一杯羹

返乡老板组起了女子务工队

婚宴队方圆百里出了名

女子务工队�人工���������������人工��������������人工��������������

水果、茶叶等基地也是女子务工队增收�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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