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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农匠”的新“稻”路

在创业过程中，罗玉
始终坚持创新，想出许多

“新点子”。在罗玉看来，
要想种好粮、多产粮，就
得利用好现代农业科技，
精细化管理农田，提高粮
食产量和质量，守好“米
袋子”安全，带领村民增
收致富才是王道。

“机械化帮了我们大
忙，与老一辈手工作业的
种田方式不同，农民再也
不是‘泥腿子’了。”罗玉
谈起实现机械化操作时
深有感触。

通过建立“企业+农
民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生产模式，湖南稻禾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积
极为当地种粮大户、散户
提供机耕、机插、机防等
社会化服务，耕田机、插
秧机、植保无人机、烘干
机轮番上阵，整个春耕播

种过程实现机械化作业，
高效又便捷。

同时，罗玉依托现有
的高标准梯田，以稻文化
设计主题IP，打造集智慧
农业、科普教育、休闲游
乐、劳动教育等功能于一
体的复合型农文旅融合
示范园——青坡司农场。
仅2023年就带动3000户
以上老百姓种植优质稻
15000 亩，帮助 100 余名
临时劳动力就业。

粮仓满盈，稻香阵
阵。罗玉享受着泥土的清
香，沉醉于收获的满足，
也看到了农村广阔天地
的大有可为。凭着这份对
家乡土地的热爱，对于未
来，罗玉充满信心。她将
逐梦田间地头，继续走规
模化、机械化、现代化农
业之路，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发展智慧农业，“新点子”不断

在读大学时，罗玉就有了自己
的创业计划。大学毕业后，她凭着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来到长沙创
业，开过寿司店、办过幼儿园、培训
班，积累了丰富的创业经验，有了不
少积蓄。

不过，“爱折腾”的她并未就此
躺平，看到国家对粮食安全、农业农
村发展的重视，带着一直藏在心中
的农业梦，2016 年底，罗玉返乡创
业，成立湖南稻禾农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发展规模化水稻种植。

万事开头难，对罗玉来说转行
并非易事。刚回乡的她连秧苗地里
的禾苗和杂草都分不清楚。“我拔秧
时常常把它们混在一起，为此，没少
闹笑话。”想到当初的稚嫩模样，罗
玉忍不住哈哈大笑。为此，学认秧苗
成了她农家生活的第一课。

罗玉摸爬于田间地头，刻苦学
习育秧育种、插秧播种、追肥打药、
农机使用、烘干收储、加工销售等各
方面的知识，不断提升农业种植技
术和销售技能。经过几年在田间地
头摸爬滚打，如今的罗玉早已成长
为驰骋在稻田里的“女农匠”。

稻田里的“女农匠”

湖南稻禾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的前身是绥宁县武阳兴农农机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前期以农机作业服务为
主，为农户提供机耕、机收、烘干等社
会化服务。因为绥宁特殊的地理环境，
机械化效率相对平原地区要低很多，
盈利成一大难题。

为改变这一现状，2018 年，罗玉
对公司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大面积流
转土地种植优质稻、投资大米加工厂，
除了打造原有大米品牌“蓼水田畔”
外，还新打造了“青坡司”品牌，利用国
家扶贫的好政策，开启“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互联网”的新模式。

2020 年 10 月，在北京国家 832
扶贫平台举办的“消费扶贫·贫困地
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上，罗玉身
着苗族盛装，推销着自家的绿色大
米。这一天，她拿下了和湖南省供销
合作总社长期合作的“签约本”。同
年公司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在湖南
省股交所挂牌。2021 年，她又在湖南
省国资委消费帮扶下迎来了满满的
收获，有了新工厂、新办公室，建了
一条年产 3 万吨大米生产线，仓储能
力达1万吨。

打造绿色大米品牌

记 者 伍 洁

通讯员 唐芳艳

邓 钊

从 光 鲜 亮 丽 的

都市白领到农业规

模化经营的新农人，

绥宁“85 后”罗玉带

着对家乡的眷恋和

热 爱 ，逐 梦 田 间 地

头 ，蹚 出 一 条 规 模

化、机械化、现代化

农业之路，用青春书

写属于自己的乡村

振兴故事，彰显新时

代新青年的担当。

8 月 3 日 ，记 者

见到湖南稻禾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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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玉在大棚基地育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