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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奶奶工厂”走红，
村里老人的增收路子火辣辣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走进株洲市渌口区龙船镇，在李庆兰家的后院，入眼的便是她新建的厂房，8 名已经上了年纪
的工人正在工作，她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正忙着打扫厂房卫生，等待辣椒的到来，生产新一批浸辣椒。 

这 8 名工人是村里的中老年妇女，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她们既要照顾家中年迈的公公婆婆，
还要负责孙子孙女的起居日常。但自从李庆兰的工厂成立后，她们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李庆兰的公司是附近远近闻名的“奶奶工厂”，她向记者透露，从辣椒种植到辣椒分拣、清洗，
全流程都有老年人的参与。“奶奶工厂”为何火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了李庆兰的公司，一
探究竟。

遭遇用工难，村里奶奶解了难

上午 10 点刚过，李庆兰和

丈夫姜赵龙开着满满装载株洲

本土辣椒的车回到公司，正在

等待的 8 名工人见状，拿箱子

的拿箱子，拖车的拖车，接力将

1000 余斤辣椒运到了分拣区的

长桌上。 

此时，户外酷暑炎炎，厂房

内却是一片清凉，空调、风扇已

经打开，李庆兰和工人们坐在长

桌旁，双手飞快地将干瘪的、带

有虫眼的、长相不佳的辣椒和混

在其中的叶子剔出来，手上虽忙

不停，嘴里却聊着家常，笑声不

断。 

不一会，她们手边的筐子里

就已经堆满了辣椒。一位老人

见状，搬起筐子就往一旁的清

洗区仔细清洗，等待辣椒晾干后，

她们又会分工合作，将辣椒进一

步加工，做成浸辣椒。 现在看

这些老人们享受空调的凉爽，一

边拣着辣椒，一边聊着家常，非

常轻松惬意，但谁也想不到，这

家企业的发展初期曾遭遇用工

难题，“是这群村里的中老年妇

女帮忙解决的”。 

今年 56 岁的李庆兰有一手

好技艺——制作浸辣椒，她告

诉记者，这是因为她的外婆有祖

传的制作浸辣椒技艺，耳濡目

染之下，她也对制作浸辣椒、剁

辣椒颇有心得。

1998 年，为了生计，李庆兰

和姜赵龙开始创业，收购村里的

辣椒和其他农产品到株洲市里售

卖。辣椒卖不出去时，她便做成

浸辣椒卖给顾客。没想到，顾客

尝了以后都说好吃。 这让李庆

兰发现了新的商机：“我为什么

不专门销售浸辣椒呢？”说干就

干，李庆兰在株洲市一家农贸市

场租了个小仓库，专心做起了浸

辣椒生意。经过一段时间辛苦

创业，一些小餐馆渐渐成了她稳

定的客户。 

2017 年，渌口区（当时为株

洲县）成立了农产品孵化基地，

李庆兰和姜赵龙看到了机会，返

乡创立了食品加工厂，2018年7月，

李庆兰在人社部门支持下扩大生

产。一年后，李庆兰农产品有限

公司成立，被认定为株洲市4 星

级扶贫企业，李庆兰也被评为株

洲市自主创业先

进个人。 

随 着产业的

越做越大，李庆

兰深感力不从心，

决定在村子里招

聘一些工人，“一

开始，我们是想

请年轻人来做事

的”，但村里大部

分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在村里

的年轻人也看不上李庆兰提出的

一天 80 元的工资待遇。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当时

58 岁的唐爱华主动找到了她：“你

们这里招人吗？我可以在这里工

作吗？” 

就这样，李庆兰打开了思路，

第一年，她招了 5 个人来负责帮

助分拣、清洗辣椒，之后，随

着公司的发展，招的人也越来

越多，负责的工序也越来越多，

大家的工资也不断上涨，“一天

120 元”。 

“今年受天气的影响，辣椒

减产。”李庆兰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往年辣椒最高产的时候，

每天收购的辣椒是现在的10 倍，

到车间来工作的工人超过了30

人，“这些人都是我们村子或者

附近村子的，年纪最小的也已经

五十出头”。

2  从“奶奶工厂”到“老年工坊”

可老龄员工多了，能够胜任

车间里的工作吗？ 

“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了，是辣

椒还是叶子、辣椒是好还是坏

基本上一上手就知道了。”76 岁

的文玉华是车间里最大的员工，

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家，并

有了一份好工作，定期会给父母

赡养费，但文玉华更想要一笔

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钱，可她年

纪大了，无法外出务工，为此，

她找到了李庆兰，很快就顺利

入职，“公司就在家门口，走路

十几分钟就到了，中午就在公司

吃饭休息，十分方便”。 

随着前来工作的人越来越

多，李庆兰也根据大家的特点，

安排了不同的工作。其中有一位

专门负责做饭的员工，她的丈

夫去世多年，儿子也因为疾病

截肢了，家中一度没有收入来源。

现在，有了工作的她，一个月可

以赚到 3000 元，公司给她购买

了人身意外险等保险，逢年过节

还有礼品和红包拿，“生活压力

一下子减少了很多”。 

在此工作了8 年的唐爱华是

一个“全勤狂魔”，她告诉记者，

当初是因为在外求职多次被拒，

加上家中婆婆也已经 90 多岁，

这才选择回到村里就业。如今，

在她的照顾下，婆婆已经度过了

百岁大寿，她每月有固定的收入

和额外的全勤奖，还成为了这

些员工们之间的“小头头”，带

领新入职的妇女熟悉、制作浸

辣椒。 

目前，李庆兰的公司已建成

高标准辣椒示范基地 800 多亩，

年销售辣椒 300 多吨。工厂壮

大的同时，李庆兰也不忘带着乡

亲们一起致富，通过公司 + 合

作社 + 农户合作模式，她先后

与 800 多户农户近 3000人签订

了合作协议，为农民提供优质

种苗、技术等，并按市场价回

收本地优质辣椒，为农户免除

销售之忧。

 李庆兰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透露，这些农户中，大部分

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公

司精准对接农村老龄化与剩余

劳动力现状，并通过分类设岗、

灵活用工等方式，探索出一条助

力周边群众增收的新路子。 

不仅仅是李庆兰的“奶奶

工厂”，近年来，随着“株洲王

十万黄辣椒”成功申报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因皮薄、肉

厚、色艳，越来越火。在兴起

的黄辣椒产业背后，还诞生了

一批规模不小、工人年龄层为

50~80 岁的“老年工坊”，他们

参与辣椒种植、采摘、分拣工作，

每人每月能获得 1500~3000 元

不等的收入。

1  

还没来得及仔细领略这个世

界的美好，2024 年 8月9日，年

仅 7岁的长沙女孩伍思亦，因病

离开了这个世界。美丽而短暂的

生命，留下了永恒的温暖——通

过捐献一对角膜，帮助他人重见

光明，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用纯

真与善良，为这个世界描绘了一

片斑斓。

 伍思亦的爸爸伍平华是湖

南永州人，十余年前来到长沙工

作。在上小学六年级时，伍平华

被查出患有视神经萎缩，前往全

国各地治疗但效果不理想。妻

子杨琴因小时候发烧，也导致视

神经衰竭。夫妻二人均有视功能

障碍，在看书、写字等方面非常

吃力。

 惺惺相惜的两人于 2015 年

结为夫妻，吃苦耐劳经营起一

家按摩店。2016 年小思亦出生，

2020 年再添小女儿，一家人日

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2022 年 6 月的一天，小思

亦在幼儿园突发抽搐，送到医院

检查被诊断为脑肿瘤。面对晴

天霹雳般的消息，伍平华夫妻俩

整理好情绪，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做了3 次手术，第一次开颅

思亦没哭，但术前剃头发的时候

哭了，因为她很爱惜自己的长发。

第二次手术也没哭，只是问我为

什么又要去医院，我说因为有不

好的东西要拿掉。这次剃头很乖，

好不容易长出来的齐耳短发又剃

掉了，她没哭，甚至还在笑，但

是我哭了……”8月13日，回忆

起女儿，杨琴哽咽难言。她清楚

记得，手术后女儿整个头部水肿，

但她不哭不闹，只是安静地待着，

“生病之前，孩子活蹦乱跳的，我

看着现在的她特别心疼，哪怕她

哭一下闹一下，我都开心。” 

女儿不但乖，还很坚强。杨

琴说，术后的放化疗孩子都很配

7岁女孩因病离世，视障父母捐献孩子眼角膜继续看世界
合，甚至每次做完放疗她都很

开心，认为自己的病快好了。今

年 4月份，医生告诉伍平华，孩

子状态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

“我和妻子就想，在孩子离开后，

把她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帮助

别人。我们觉得，她会以另一种

方式活着。”遗憾的是，因为疾病，

小思亦的器官已经无法捐献，只

有一双角膜可以。

 “我和她妈妈都是视障，

深深体会到这种痛苦；女儿捐

献角膜，用另一种形式去看这个

世界，也是一种奉献。”伍平华

说，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认为这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管是

捐献器官还是角膜，他们都完

全支持。 

8月 9日一早，思亦心跳呼

吸骤然停止，永远离开了深爱

她的亲人，直到生命的尽头她

也不曾哭闹，懂事得让人心疼。

眼库工作人员接到伍平华电话

后，赶赴现场留下孩子一对珍

贵的眼角膜。 经眼库实验室各

项评估，思亦的眼角膜质量优

秀，符合移植要求，于 8月14

日帮助一位患者进行移植手术。

 坚强勇敢的思亦，谢谢你

曾来过！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杨丽红 曾星怡 

“奶奶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分拣辣椒。

工人们把辣椒继续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