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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B专题报告会——

聆听她们的创业故事

今年“三八”，她们这样过
——普定县农村妇女院坝经济系列活动见闻

编者按：
普定县委、县政府把支持农村妇女创业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多渠道推进农村妇女创业。在

该县的高度重视下，由普定县妇联牵头策划实施的普定县“农村妇女院坝经济”促进创业就业工程，从
2015年5月创立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共发展农村妇女院坝经济1168户，其中100户被命名为示范基
地。目前，这100户院坝经济示范基地已解决就业1000多人，吸引了一部分妇女回乡创业。

3月6日，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由普定县妇联牵头，联合该县政协智力支边办、扶贫
办、就业局、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普定县分公司等部门，围绕“院坝经济”主题，精心组织了“创富梦·巾
帼情”农村妇女院坝经济产品集市、省市专家一对一指导助力农村妇女精准脱贫、农村妇女院坝经济
SYB专题报告会等活动，为农村妇女带来政策、资金和技术，让该县700名妇女度过了一个精彩而有意
义的节日。

3月6日一大早，普定西门钻石广场热闹异
常，前来参加“创富梦·巾帼情”农村妇女院坝经
济产品集市活动的妇女各展绝活：亮刺绣、品佳
酿、抬鸡蛋、拌荞皮……

普定县妇联主席唐玲告诉记者，此次共有40
余名农村创业妇女前来参加“创富梦·巾帼情”农
村妇女院坝经济产品集市活动，她们创业的内容
涉及特色食品、特色手工产品及种植和养殖产品。

为了展示踏实、诚信、勤劳的农村妇女的创
业精神，普定县妇联紧紧抓住电商、互联网+平

台，已在淘宝网上成功注册了黔山灵品网站，在
阿里巴巴网站注册了普定县锦绣工艺品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并不断通过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
把县境内的妇女特色产品刺绣、蜡染、蜡画、布依
草鞋等农特手工产品进行展示和销售。多渠道
为妇女创业拓宽路子，增强妇女创业的信心。

举办“创富梦·巾帼情”农村妇女院坝经济产
品集市的目的，就是要把来自普定大山深处的各
类特色产品亮相县城街头、亮相院坝经济淘宝及
阿里巴巴电商平台。

省市专家一对一悉心指导

产品集市秀创业成果

2015年5月，由普定县妇联牵头策划实施的普定县“农村妇女院坝经济”促进创业就业工
程，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共发展农村妇女院坝经济1168户，其中100户被命名为示范基地。
她们当中，既有“从无到有型贫困妇女创业点”，也有“以小促大型技能妇女创业点”，还有“返
乡创业型农民工妇女创业点”，目前，这100户院坝经济示范基地已解决就业1000多人，吸引
了一部分妇女回乡创业。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今天，让我们用心去聆听这些农村妇女平凡而感人的创业故事。

在普定县坪上镇果陇村一户幸福的农家小院里，每
天，婆婆陈兴秀、儿媳伍娅都会早早起床，因为家里酿酒
车间一股浓浓的酒香已经弥漫开来，他们酿制的纯天然
包谷酒“果陇原浆”即将出锅，上千平方米的猪圈内喂养
的100余头生猪和牛，一共200多张嘴需要她们付出很
多劳动。

在果陇村，酿酒工艺已有百年历史，村里过去有
80%的人家酿酒，如今只有几家仍然坚持着，陈兴秀的
丈夫有着一手酿酒的好手艺，这是陈兴秀婆媳俩创业的
优势。酿酒剩下的酒糟可以喂生猪，猪粪可以用来肥

田，他们家走的是一条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陈兴秀
说，虽然从20多年前就开始养殖，但毕竟资金有限、经验
和技术都缺乏，酿酒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加上牲口价格
受市场影响较大，困难很多，但他们一直咬牙坚持。

2015年得到妇女小贷、农村妇女院坝经济“扶诚信·
助勤劳”小额循环金支持后，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现在，
已经拥有烤酒房200平方米，一周酿酒2000余斤还是
供不应求；去年卖了300头生猪、40多头牛，为了运输和
出行方便，家里购买了轻型卡车、面包车,建起了800余
平方米的欧式洋楼，生活已经实现了小康。

唐黎明是一位漂亮、文静、坚强的女孩，曾就读于
贵阳中医学院护理系。和所有女孩子一样，黎明爱
美、爱自拍、爱生活。

然而，命运似乎跟她开了个玩笑。6年前，一场突
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她的双腿，正是人生最美好的
年华，从此却要在轮椅上度过，这样的伤痛、绝望不是
外人所能体会的。普定县妇联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次
到黎明家中与她谈心，劝慰她、鼓励她在心理上、精神
上重新站起来，并聘用她为“农村妇女院坝经济”网上
销售平台的管理人员，为她找到一份精神寄托。

黎明很聪明、又肯学，从网店装修到运行都是自
己在摸索，遇到不会的，就在网上寻求网友帮助。

通过她的精心设计，普定院坝经济生产的竹编、
刺绣、蜡染蜡画、鞋等产品通过她经营的网店让更多
人了解和喜爱，拓宽了销售渠道。

在唐黎明身上，承载了太多不幸与曲折，但她展
现给大家的却是敢于面对和战胜的勇气。生活给她
关了一扇门，一定会再为她打开一扇窗。今天的唐黎
明已经走出了阴影，阳光、自信生活着。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吴秀丽，是一位腼腆的布依族
姑娘。

几年前，吴秀丽和丈夫去浙江打工回来，面对公
公因病去世、体弱的婆婆和孩子无人照顾，就决定不
再外出，想利用在浙江学到的制鞋技术在村里创办鞋
厂，可是没有创业资金，且公公生病欠下的医药费还
未还清。

听到村妇委会宣传有妇女创业的支持好政策，吴
秀丽眼前一亮：“对，有困难，找妇联去，那里是我们妇
女同志的娘家呀！”得知吴秀丽的情况后，县妇联四处
想办法，筹资金：协调蒲公英循环金2万元，妇女院坝
经济“扶诚信·助勤劳”小额循环金1万元，又申请“锦
绣计划”培训项目帮助她的鞋厂培训工人。利用妇联
和亲朋的资金，她购进了6台缝纫机车、其他制鞋设
备和一些材料，成立了“普定县飞达鞋业”，由此，一条
制鞋生产线开始了。虽然目前鞋厂规模还很小，但秀
丽有信心继续把它做大做强。

在县妇联的协调下，城关镇党委决定把原柴兴村
闲置的村委办公楼给吴秀丽做厂房，支持她创业。

□本报记者 古宇 实习记者 薛峰

受助妇女领取小额循环金

创业妇女与结对专家一对一交流

农家小院里的坚持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布依村里的小鞋厂

3

创业妇女展示她手工缝制的苗族服饰

妇女创业代表携手鼓劲

3月6日下午，普定县政协五楼的会
议室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在这里，来自
省、市政协智力支边人才库的40余名专
家与普定县“农村妇女院坝经济”创业户
们开展结对座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
指导。

此次活动邀请来的省、市、县的专家
涉及到创业农户的各个领域，根据农村
妇女创业的类型组织与专家结成对子，
让农户们各取所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可行性。

在会议室人声鼎沸的环境下，有一
对专家和结对妇女很是安静，用笔在笔
记本上你写一段，我写一段。

通过记者了解，专家是西秀区农业
局副高级农艺师胡绪琴，与她结对的是
一名聋哑妇女，交流只能用笔进行。通
过交流，胡绪琴得知，她们夫妻都是聋哑
人，但很能勤劳吃苦，种有10亩桃子、5
亩梨子，2亩核桃，她十分珍惜此次难得
的机会，在纸上哗哗地写下了很多在种
植方面需要咨询的问题。这让胡绪琴十

分感动，与她约好以后用短信交流，并抽
时间去她家作进一步的了解。

“这种一对一的培训方式是一个很
好的创新，希望普定创造的这种模式能
得到推广。”安顺市农科院院长李用奇由
衷地评价此次活动。

有感于此次活动，安顺市农业区划办
主任赵佐敏由衷地说道：“妇女不仅是农
村劳动的主力军，也是脱贫致富的主力
军。一个妇女的脱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带动一个家庭的脱贫。因此帮助农村贫
困妇女脱贫致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以科技帮扶的手段指导农村妇
女创业就业，实现农村妇女脱贫致富，促
进农村妇女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精准脱
贫尽一份科技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

来自普定县猫洞乡的支艳也是一名
创业妇女，她种植500亩梭筛桃，迫切地
需要解决一系列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与支艳结对的是西秀区农业局的技
术专家向萍，在座谈会上，向萍给支艳讲

解了目前其种植过程中可行性较强的技
术要领。

由于会场中几十对专家农妇都纷纷
在热烈的交流探讨着各自话题，现场热
闹嘈杂，支艳为了问得更清楚、听得更明
白，特意将身体前倾，俯在桌上更近距离
地与结对专家交谈。向萍也向前俯身，
耐心地为支艳解说近期种植活动需要注

意的问题。通过结对专家的通俗讲解，
支艳表示收获到了很多新的技术知识，
能够理解其中很多内容，对桃树的养护
种植有着非同小可的积极帮助。

现场一对一的指导，时间有限，专家
们和结对妇女们互留电话，互约日期，纷
纷承诺一定要登门拜访，然后依依惜别
离开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