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晏金荣租下了新

河村废弃多年的砂厂。厂房收

拾干净后，她围绕“苎麻”这

一主题，辅以“岳州窑”，成立

了“中麻贝乐谷”，打造成吃、住、

游、研学、实践为一体的产业园

区，“现在，公司从第一产业已

经发展到了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

不光废厂区，村子也被晏金

荣盘“活”了。

公司的发展壮大为鹤龙湖镇

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晏金荣

告诉记者，作为湘江边的“蟹虾

小镇”，鹤龙湖不少人从事蟹虾

养殖，但这个岗位更优先年轻的

男性劳动力，不少“宝妈”和老

人则只能待业在家。

“公司发展起来后，为村里和

周边地区不少妇女、老人提供了

挣钱的渠道。”晏金荣介绍，苎

麻一年可以采收 3 次，每次采收

时长有一个月时间，“不少村民一

个月可以赚 6000 多元”。其他时

候，晏金荣就会向村民们提供材

料，请他们手工制作苎麻工艺品

后再回收。“每年我发给村民们

的工资就有 300 多万元。”此外，

晏金荣还与脱贫户合作，每年

发放分红 50 多万元。

如今，晏金荣的苎麻基地不

仅吸引着国内的同行、学者，还

有来自国外的华侨和外国人，“不

少华侨向我表示，希望将我们生

产的苎麻产品在国外进行销售”。

2023 年，一群来自非洲的国际友

人到了晏金荣的基地学习考察，

临走前不仅购买了大量的苎麻产

品，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但晏金荣还有更大的目标，

她又瞄准了苎麻做成的饰品，还

准备开春将打碎的苎麻秆再次

利用，种植菌菇……“未来，我

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湘阴的鹤龙

湖不光有螃蟹，还有苎麻。”

在位于湘江沿岸的岳阳市湘阴县鹤龙湖镇新河村，成片的苎麻非常显眼。金秋
之季，正值苎麻丰收时，田间地头里，戴着帽子和手套的妇女正将采收的苎麻秆放
进机器中粗加工。

“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很多都是留守妇女和老人。”行走在苎麻田间，晏金荣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作为湖南中麻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她带领着新
河村的村民们照料着这片苎麻基地——一粒粒从种子培育而成的苎麻苗，如今长成
了一片片茂密的苎麻，经过采收，它们将变成一件件衣服、一张张床垫，还有即将
走向海外的苎麻饰品。

这家坐落在小县城的年营业额破千万元的上市公司是如何越做越大的？晏金荣
的创业故事或许能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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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湖南在多重挑战中逆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立足民营视角，湖南为地方营
商环境现状“精准画像”，着力推动全省各类群团组织成员大规模创新创业，实现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
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新格局。而这一亮眼成绩背后，得力于千千万万名湘商，也离不开创新创业的
WOMEN（我们 / 女性）。

WOMEN 如何在湘商新经济领域创业逐梦？我们特别策划“巾帼初心耀三湘·创业篇”专题报道，聚焦
新时代不断崛起的女性力量，记录属于 WOMEN 的创业传奇！

扫一扫，
看创新创业
好故事视频

○湖南中麻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3 年度岳阳市

“巾帼英才”

千亩麻园“掌门人”：盘活废旧厂区，带动村民就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视频剪辑 实习生 韩潇

让种植基地拥有“国”字招牌
在湘阴县城，很多人都认识

70 后女企业家晏金荣——她在

湘阴创业，却是出生于“隔壁”

临湘市偏僻小山村的巾帼英雄。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高中

刚毕业，晏金荣就立志创业，做

起小生意。1998 年，她到长沙

做饲料原料贸易生意，认识了当

时也在长沙工作的蒋宏亮。两人

相知相恋结婚，2015 年，在晏

金荣的建议下，夫妻俩决定在湘

阴县创办肥料厂。

2018 年，在一次同学聚会

上，晏金荣偶然听到一个消息：

湘阴农村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超

标，准备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晏金荣赶紧向位于长沙的中

国农业科学研究院麻类研究所专

家请教，得知苎麻种植对被重金

属“镉”污染的土壤有较好的修

复能力，便对苎麻产业市场及发

展前景进行调研。

晏金荣开车走遍了四川、安

徽、湖北、辽宁等规模化种植苎

麻的地区，深入了解苎麻的种植

加工、经济价值和潜在市场，“市

场对麻纤维的需求量十分大，价

格也是稳中向上的趋势”。

2019 年，晏金荣在湘阴各

村镇考察，最终她看中了湘阴县

鹤龙湖新河村，因为那里有一栋

1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面积 30

多亩的厂区。这里原来是一个砂

厂。禁挖河砂后，曾经几度辉煌

的厂区渐渐地萧条、荒废。晏金

荣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将来苎麻加

工发展。

晏金荣一口气在砂厂周围流

转了1250 亩土地，进行苎麻种

植。可没等她看到希望，连续

40多天的高温干旱和随之而来的

洪涝，就让刚刚成活的幼苗大面

积枯萎，损失巨大。

但晏金荣没有时间悲伤，“要

 “苎麻种下去后，第二年就

能收割，可以收获15 年。”晏金

荣介绍，一开始，由于技术比较

有限，晏金荣只向市场提供麻纤

维，“一亩地有 2000 元到 3000

元的纯利润”。但渐渐地，她不

再满足于苎麻的初级加工，开始

有了更多的想法，但首先要解决

的是劳动力的问题。

因为技术局限，苎麻的收割

只能依靠工人用镰刀收割，随后，

再将苎麻茎秆的木质部用机器

剥去，只留下麻皮。为了节省人力，

晏金荣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从外省

购买了剥麻秆的机器。

将机器投放到田间地头使用

后，晏金荣发现，处理完后的麻

皮上残留了大量的木质部，“是

否可以改进一下机器，提高剥皮

干净程度呢？”带着这一问题，

晏金荣和村里的“土专家”以及

公司的员工一起，在麻研所的指

导下，一遍遍往返于田间地头和

车间，调试着苎麻初加工的机器。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最终，改造

好的机器成功投入使用。晏金荣

介绍，经过改造后的机器不仅剥

出的麻皮的返工率大大降低，还

更加小巧轻便，完全可以让一个

妇女单独在田里操作。

从这件事情，晏金荣也意识

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公司开始鼓

励研发创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如今中麻科技已经成功研发8 类

设备，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7 个，现均已投入使用，公司也

成功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获

批为湖南省博士创新工作站，“现

在越来越多外省的科研团队和

苎麻公司到我们这里来学习”。

“苎麻又被称为‘中国草’，

从古至今，它的应用范围都很广

阔。”管理苎麻基地的大小事务

很忙碌，但晏金荣不忘坚持学习，

带领留守妇女
和老人就业

继续种，干农业就是这样，只

能往前冲”。她紧急处理了仅存

的房产，继续投资，重新培育

苎麻苗，翻耕、施肥、栽种，到

了年底，苎麻园又绿了起来。

“还得重新学习种麻技术！”

2020 年，晏金荣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麻类研究所签订了产、学、

研合作协议，种植基地自此有了

国字牌科研所专家的指导和服

务，“我们提供基地实践，他们

在种植和麻类产品初加工方面

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不到一年时间，麻苗枝繁叶

茂，基本上达到了高产麻田的

标准，一派丰收在望。几番周

折下，晏金荣的基地最终成为中

南地区最大的商业产麻基地。

创新研发提升苎麻的经济效益

在湖北，她见识到了麻纤维变

成一件成衣的过程，便也萌生

了对麻纤维深加工的想法。

很快，晏金荣自创品牌的

苎麻成衣、袜子、内裤投入市场，

“内裤第一天上市就售罄了”。

不满足于此，晏金荣又研究生

产起苎麻床垫，“顾客的反响也

很不错”。

通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公

司在晏金荣的带领下，走上了

一条快速而稳健的发展之路，

湘阴县示范性扶贫车间、市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省

级扶贫龙头企业等一系列荣誉

纷至沓来，中麻科技在 2021年

成功股改，在湖南省股交所四

板挂牌上市。

晏金荣向游客展示如何把麻织成布。

晏金荣（右）向前来学习的同行介绍苎麻制作的鞋子。

晏金荣在苎麻田中，和正在工
作的妇女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