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大女代表风采

藏粮于技，稻谷更丰收

今年 45 岁的董敏芳是岳阳

市岳阳县筻口镇潼溪村人，2013

年，在外做了十几年企业高管的

她看到了农村发展的潜力和不匹

配的生产方式，决定带领乡亲们

通过新思路、新技术，让种田变

得更轻松。

“农业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机

装备的现代化。”创业前期，看

董敏芳，党的二十大代表，

岳阳县润升水稻专业合作社、

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她带领团队突破机械化育秧瓶

颈，打造了湖南最大的工厂化

旱育秧基地；推广机械化插秧

服务、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逾

6万亩。获“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全国十佳农民”称号。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周雅婷

邱宝珠：技术担当，主导发明填补国内空白

邱宝珠，党的二十大代表，

湖南三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员

工。创新出“二合一粗精锻同

体”模具，合格率达到99%以上。

截至目前，她与团队共申报专利

27项，获得发明专利9 项，实

用新型专利8 项，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路。而这时，一张在菜市场里收

到的传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泉州一家培训中心的机����的机����

正在招收学员。在那里，邱宝珠

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记得当时那个�招了40

多个学员，3 个女生，其中一个

就是我。”��，�邱宝珠��的��，�邱宝珠��的�邱宝珠��的

另两个女生一个改行，一个放弃，

只有邱宝珠在机���的道路上

坚定地前行。

作为�上唯一的女学员，大

家常说邱宝珠“是咱们厂的‘厂

花’”。于是工友们在工作中时不

时会帮着她：磨不好的平刀、球

刀、钻头工友帮着磨，做不好的

拉直校正工友帮着做。

“但做事不能总依赖别人，

否则无法得到成长。”一件事令

邱宝珠记忆犹新。一次，邱宝珠

的师�让她� � ������做�让她� � ������做让她� � ������做

成一个立体盒子，要求她必须一

个人独立完成。为了完成师�����

代的任务，邱宝珠一直忙到了�

半夜。

勤学苦练一年�，邱宝珠当

上了中心的技术员兼培训导师，，

但她的路远不止于此。没过多久，

正在绘制图纸的邱宝珠被中心老

�叫住，得知了湖南三特机�制

造有限公司正在招收��人员。

于是在师傅的建议下，她加入了

这家初创企业。��邱宝珠的脚

步也随着三特从福建走向了湖南

省桃源县。

梦里都在工作，
灵光一现梦到创新点

那时公司刚起步，作为唯一

的��人员，除了产品��、模

具��、现场加工，邱宝珠还

要抽出时间培训学徒。白天加

黑夜连轴转，连续坚持加�两

个多月，忙到每天只能在厂里吃

盒饭，��为了方便，她干脆住

进了厂里。

由于公司产品首先要运用

锻造生产出毛坯，再进行机加、

组装、销售。如果模具跟不上，

锻造效率就会受到极大影响，

导致�续工序都受阻。面对齿

�模具难成形、出模率低等难

题，邱宝珠决心要攻下这道模

具难关。

白天��产品图，晚上利用

休息时间继续在车间加工模具，

邱宝珠全身心投入在试验中。一

次次失败、一次次调整、再一次

次试验，几个月的时间如流水一

般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邱宝

珠终于改良出了“二合一粗精锻

�体”模具。这款模具出模合

格率高达 99% 以上，为公司节

约了一大笔成本。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着村里不少老人依旧采用纯人力

的方式种田，董敏芳先和朋友尝

试着通过机�种田的方式，种

植了400 余亩水稻。很快，她

就尝到了甜头，2014 年，董敏

芳不仅扩大了种植面积，还成立

了岳阳县润升水稻专业合作社，

“通过农民合作社，可以更好地

抱团取暖”。一年�，她又成立

了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

开始为种粮农民提供专业的机

�化服务。

“以前都说‘藏粮于肥’，但

在我看�，如今已经成为了‘藏

粮于技’。”在董敏芳看�，合

理科学地使用机�和技术，能

够让土地更肥沃，稻谷更丰收。

董敏芳算过一笔账，从插秧到

收割再到谷子烘干，在种植两

季稻的岳阳县，一年的全托管

费用下�，一亩地只需要不到

1700 元，而经过精心打理和照

顾的农田，一亩一年可以生产上

吨粮食。

经过几年的发展，董敏芳的

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了社会化服

代表����

技术上的挑战一个接着一

个。在业内，大型履带由于生产

�备和生产工艺的制约，鲜有厂

家愿意花成本和技术去生产。

为了攻克这一“冷门”产品，

邱宝珠自己��外形，绘制图纸，

先���了十余个版本，历时七

个多月，从夏天到冬天，终于啃

下了这�“硬骨头”。她还利用

��的先镗�钻工装，生产出国

内最大节距的履带，延长了链轨

的使用寿命。

在�事和领导的印象中，生

活里的邱宝珠个性开朗，大大

咧咧。工作起 �，却认真细

致，肯钻研肯吃苦。邱宝珠告

诉记者，忙起�时，做梦都会

梦到在工作，一次����一，一次����一一次����一

现地梦到了创新点，醒�时整

理思路，“最�还申请到了一个

专利”。从业十多年，邱宝珠共

申请专利 27 项，已授权 14 项，

其中发明专利 5 项，由她主导

发明的高耐磨性易拆卸工业油

链技术还填补了国内该项技术

的空白。

“做技术的人，不要好高骛

远，但求品质最佳，踏实走好每

一步。”从大山里走�的邱宝珠

始终将师�的�导放在心里，在�的�导放在心里，在的�导放在心里，在

工作中践行。

代表����

【代表故事】
今年国庆节、重阳节前夕，

董敏芳带着岳阳丰瑞农机合作
社的同事们到岳阳市岳阳县筻口
镇敬老院和熊市敬老院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送去了最
真挚的节日祝福。此时的岳阳县
筻口镇，金色的稻田大块地在田
野上铺展开，虽然今年天气炎热
干燥，导致多地水稻的生长受
到影响，但经过科学调水抗旱，
稻田收成有了保障，很快，董
敏芳的农机大军就要开始忙碌。

【代表故事】

“都说链片图是最难画的，

但我最喜欢画链片图，图中不

规则曲面有一种柔和的美感。

很多人往往因为不够细心，画出

来的棱角太锐利，做出来的实

物就容易变形。”邱宝珠身穿深

蓝色工装，工作时习惯将头发

简单盘起。从福建三明到湖南

桃源，她走过了千山万水，征

服了机械世界里一座又一座技术

高峰。

董敏芳：智慧种粮，让农户“人不下田，谷不落地”

机械设计班上的唯一女学员
从一个普通操作工到数控编

程、模具��专家，再到如今

成为公司的技术部部长，作为湖，作为湖作为湖

南三特机�有限公司的“技术担

当”，邱宝珠脸上总是挂着朴实

的笑容。“三分天注定，七分靠

打拼……”这个时不时要哼几句

歌的闽妹子一开口却满是“湖湘

味”。

15 年前，邱宝珠还只是一

个刚高中毕业、懵懵懂懂的女孩。

那时在她心里，机�、工艺都还

只是陌生的词汇。生在山区，�

母务农，为减轻家庭压力，邱宝

珠不得已放弃了继续求学的道

务中心，拥有 70 余件套农机装

备，�时还有 1200 余套合作的

农机�备，满足了从育秧、机耕、

施肥、机插、飞防、收割、仓储

到烘干的“一条龙”式的机�化

服务，让种粮农户真正做到“人

不下田，谷不落地”。如今，合

作社服务万余名农户，托管服务

稻田面积超过十万亩。

让传统农耕变成“面朝屏幕
背朝云”

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袭，

为了解决筻口镇的秧苗需求缺

口，董敏芳建起了全新的机�化

育秧基地，解决了循环育秧的难

题，还扩建一座育秧催芽暗室。

�时，她又开始试验旱地育秧的

新技术，突破了育秧瓶颈，大大

解决了晚稻的育秧难题。今年，

合作社进一步引进新型农业技

术�装备，加强本地粮食产业薄

弱的育秧环节，打造了占地面积

150 亩、省内一流的现代化机插

秧育供示范中心。

先进的标准化旱地育秧技

术培育而成的秧苗，大大降低了

人力成本，节约早稻秧田面积约

10%，为本地 �万亩稻田提供了

机插秧苗，增产粮食 1万多吨。

但董敏芳的目标不仅于此，于此，此，

她希望，能够在科技的帮助下，

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

耕生活变成“面朝屏幕背朝云”

的新景象，促进农业和第二、三

产业的融合，提高农业所创造的

附加值，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

职业。

对现代化农耕的不断探索不

仅实现了董敏芳小时候�要精致�要精致

种田的梦�，如今，她也通过新梦�，如今，她也通过新

农人这一职业，获得自身的不断

发展，先�获得“全国巾帼建功

标兵”“全国十佳农民”称号。�时，�时，

作为党员和省人大代表，董敏芳

积极履职，参政议政，深入民情，

撰写了关于农业基础�施升级、

供销社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和社

会稳定等多篇建议，积极为经济

和农业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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