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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文春艳） 3 月 9 日上午，大祥区城北街

道仙人井社区活动中心里热闹非凡，由

市妇联主办的“护航邵蕾·爱心妈妈+知

心姐姐”结对关爱活动在这里进行，来自

社区的 20 名儿童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

快的周末。

当天上午，由至善社工服务中心的爱

心妈妈和邵阳学院“艺心”志愿服务站的

知心姐姐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来到仙人

井社区开展“阳光心行动，健康向未来”心

理健康教育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从彩绘好

心情游戏环节开始，借助绘画这一艺术表

现形式，帮助儿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情

绪，提升他们的表达能力和自我认知。筷

子夹球游戏，锻炼儿童的手部精细动作和

协调能力，培养他们的耐心和竞争意识。

“珠行万里”游戏，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信

任和默契，让孩子们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

性。“情绪点当铺”游戏，通过分享自己曾

经经历过的负面情绪事件以及当时的应

对方法，引导儿童正视负面情绪，分享应

对经验，互相学习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

活动结束后，市妇联还向每位参与

活动的儿童赠送了文具袋、笔记本等学

习用品和糖果、饼干等零食。

市妇联开展“爱心妈妈+知心姐姐”结对关爱活动

爱 心 同 行 护 苗 成 长

在湘中腹地邵阳，一位女性企业家

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执着，带领团

队在家居行业中闯出一片天地。从怀化

的小门店到全国知名的白色实木床生产

基地，从白色实木床、静音床具到智能家

居，邵阳市舒康美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舒康美”）总经理罗梅用 20 年时间书

写了一部“巾帼奋斗史”。

一场始于情怀的创业征途

2006 年 ，大 学 英 语 专 业 毕 业 的 罗

梅，本可在大城市开始教师生涯，却因一

段与木头香气的缘分，毅然跨界进入家

居行业。“我先生姚巍立对家具情有独

钟，他说‘一辈子只做家具这一件事’，这

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罗梅回忆道，“我决

定帮他经营好企业。”

创业初期，夫妻俩在怀化开了一家

家具小门店，白天跑业务、晚上学管理，

用“客户满意就是最大满足”的理念拓展

市场。不久之后，为助力父亲抓好生产，

他们转让门店回到邵阳经营工厂。因为

原材料供应链不完善，且缺乏管理经验，

市场拓展难度大，迫于无奈，罗梅夫妻俩

再次出走，来到佛山——全国家具集群

地寻求突破。

2010 年，罗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

境：核心高管带着员工出走，新招的员

工无法交出货，遭到客户投诉，后面新

人做的产品质量出问题，仓库库存爆

仓。更糟糕的是，7 月底工厂的一起火

灾，让罗梅夫妻俩多年的辛苦付之一

炬。尽管如此，罗梅没有颓废。她引用孟

子的一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擦干

眼泪继续前行。

2013 年，罗梅响应邵阳市委、市政

府“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号召，回到

邵阳建厂，成立邵阳市舒康美家具有限

公司。在新工厂，罗梅组建管理团队，实

施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迅速规范，逐步

走上正轨。经过多年沉淀，2017 年起，工

厂每年业绩都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以创新定义行业标杆

在逆境中成长，在竞争中突围。舒康

美靠的是科技创新，以创新抢占先机。

第一次突破：抢占白色实木床蓝海。

2015 年前后，深色实木床占据主流市

场，但不少消费者心仪白色实木床。由于

白色实木床易开裂、工艺复杂，众多厂家

无奈放弃白色实木床这一品类。罗梅坚

信“好产品值得坚持”，带领团队夜以继

日研发，在经历了两年时间，报废了上千

张床后，终于攻克选材与工艺难题，让白

色实木床上市就受到消费者追捧。“客户

第一次看到白色实木床时眼睛发亮，我

们赌赢了！”罗梅感叹。

随着舒康美成功推出白色实木床，

邵阳多家企业跟进生产。罗梅主动分享

技术：“一枝独秀不是春，只有行业整体

提升才能抢占市场。”

第二次突破：静音床具改写睡眠标

准。传统床具的吱呀声曾是消费者的痛

点。“床的最核心点，就是让消费者睡好

觉。”罗梅果断研究静音床具，带领团队

拆解数百张床具，反复试验连接件和材

料，最终研发出静音结构产品。“我们的

静音床具面世后，全国厂家纷纷跟进这

一技术。”她自豪地说。

在挑战中锚定未来

当前，房地产下行、红利消退，对家

居行业造成冲击。罗梅却信心十足：“国

家‘以旧换新’政策将拉动万亿消费需

求，智能家居是新增长点。”

罗梅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的支持。“贴

息贷款政策帮我们渡过了难关，企业家

培训让我学会了现代化企业管理，近期

国家、省、市陆续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

会，以及出台的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措施，

更是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罗梅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成为家居设

计领域的引领者，带动行业设计水平整

体提升，为邵阳智能家居家电产业链发

展贡献更大力量。

后 记

罗梅的故事，是新时代女性创业者

的缩影。她以情怀为舵、以创新为帆，在

行业寒冬中坚守品质初心，在技术壁垒

前敢为人先。从“小作坊”到“领头羊”，她

的奋斗历程印证了一个真理：真正的成

功，永远属于那些敢于迎难而上、永不言

弃的追梦人。

巾帼创业路 打拼绽芳华
——追梦人罗梅的突围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3 月

10 日，大祥区板桥乡种粮大户游长春的

育秧大棚内，全自动水稻育秧生产线正

开足马力生产，摆盘、撒土、浇水、撒种、

盖土、出盘……一系列工序一气呵成。

制作完成的秧盘随即被送入育秧大棚催

芽，为秧苗生长提供最佳环境。

游长春介绍，此时正处于赶农时的

关键时节，采用智能化、工厂化育秧方

式，不仅可以大幅缩短育秧周期，提高早

稻育秧效率，还能有效避免“倒春寒”对

早稻育秧的影响，让秧苗生长更加稳

定。正常情况下，该智能育秧流水线 1

小时可制作 700 个秧盘，10 个工人一天

可制作 5600 个秧盘，能满足 13.33 公顷

大田的用秧需求。

经过多年的试验与总结，游长春已

逐渐摸索出适合早稻种植的最优种植品

种。他今年选择种植三个早稻品种，第

一个品种是利优鱼翅，它达到国家二级

米质。第二个品种是松雅 12 号，适合加

工，产品销量好。第三个品种是松雅 7

号，特点是米质好，种子价格比较便宜。

随后，记者来到板桥乡种粮大户王

宇凤刚建好不久的温室大棚。王宇凤介

绍，温室大棚的使用，使得棚内的温度和

湿度得以精确控制，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为秧苗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今年他

的育秧大棚预计可以培育 3.5 万盘秧苗，

栽插稻田 60 多公顷以上。“我们这个育

秧基地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像这种

大钵体秧盘，是新引进过来的，营养土也

基本购置到位了，这个月随时可以开工

生产。”王宇凤说道。

大祥区紧盯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

抢抓时节，不断提升水稻育秧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水平，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

等方式大力推广集中育秧设施建设，积

极新建高标准农业大棚，为集中育秧、提

高粮食产量打下良好基础。

大祥区

田间地头春潮涌 早稻集中育秧忙

游客在选购周边老百姓售卖的农产品。

申兴刚 摄 

3月11日，雨后初晴，新宁县黄金瑶族乡黄金村上空云霞飞扬，群山、翠竹、民居共同绘就成一幅新农村和谐、美好画卷。

朱巨滨 摄 

莺莺三月花似海，满山红艳迎客来。3 月 6 日，走进邵东市魏家桥镇

千亩樱花园，大家便被眼前如诗如画的美景陶醉了，不自觉成为了彼此

拍摄影像里的“绿叶红花”。红粉佳人、云南山樱、香水樱等多个品种的樱

花各有特色，有的鲜红胜火，有的娇嫩粉艳，有的洁白如雪，树与树之间，

人与人之间，层层叠叠，交相呼应。上万亩金灿灿的油菜花基地、桃花基

地、梨花基地、药材花基地等都能成为游客们拍摄打卡的绝佳胜地。

生态美，造就特色小镇

魏家桥镇地处邵东西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邵水河穿镇而过。该

镇抓住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结合“生态强镇”这一契机，建设了一

批示范性果园、药材基地、油菜基地。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将全镇“赏

花经济”稳健盘活，逐步实现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也为打造特色小镇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1 年我带着妻儿老小回到家乡发展黄桃种植，当时想着通过

产业带动，让家乡父老富裕起来。”樱花园的负责人杨铁桥是魏家桥镇

“产业兴镇”战略中第一批回乡创业的“带头人”。十余年来，他与妻子精

心耕耘着 40 余公顷果园，不仅将黄桃园打造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观光打

卡点，还带出了一批“怀揣梦想”的徒弟。村民杨银胜便是在杨铁桥夫妇

的帮助下，通过种植走上发家致富之路的徒弟之一。

这些年，杨铁桥带领村民发展千亩樱花园、千亩药材基地，不仅解

决了当地闲置劳动力再就业问题，更是将魏家桥镇的生态名片在周边

县市区打响。村民们“以花为媒”，让“花经济”带动当地的旅游观光产

业、农副产品加工产业、休闲娱乐产业、饮食产业等共同发展，前来魏家

桥镇的游客络绎不绝，让魏家桥镇“春赏花、夏避暑、秋品果、冬休闲”的

生态名片越传越远。

民风淳，留客更留心

在魏家桥镇的每一处景致里，都有着一道靓丽“风景线”。七八个上

了年纪的大娘挑着一筐筐土特产在游客聚集地开始张罗，她们衣着干

净朴素，满脸笑容地向游客介绍镇里的观光打卡点，将带来的坛子菜、

蜂蜜、麻糖、红薯糖、柚子糖等农副产品给游客品尝。在大娘们的热情好

客下，游客们畅快地购买了各自心仪的产品。

“魏家桥镇的手工麻糖、柚子糖承载着我们 80 后很多回忆，那时候

过年过节最期盼的就是大人们给买些吃。现在品尝起来，麻糖还是那么

香甜，柚子糖清香甜蜜，满满都是回忆。”邵东市民谢先生带着家人来魏

家桥镇赏花踏春，在大娘们的路边摊收获了满满“一兜子”回忆。

“在我们的几个基地里，每年的赏花节、采摘节都是免费让村里的

大娘大爷进园，他们不仅成为了游客们的导游，带来的农副产品也丰富

了园区‘舌尖上的美感’，让游客们在游玩的同时能够品尝到当地美食，

感受当地村民的热情。”魏家桥镇“种植专家”蒋海钢、蒋震宇两兄弟打

造了共 130 多公顷的桃园、梨园、桑葚、板栗、蜜橘 5 处精品水果基地。每

年的赏花节、采摘节，水果基地不仅成为了游客们的度假胜地，也让当

地的土特产实打实地“火热”一把，村民们通过农副产品销售及游客餐

饮接待每年创收超 2000 万元。

“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魏家桥镇极力打造宜居宜商的美丽家

园，游客来我们魏家桥镇不仅能赏美景、品美食，还能深切感受当地浓

厚的文化底蕴。”魏家桥镇党委书记张艳武介绍说，该镇不仅注重各大

产业基地的打造，还将富有民俗特色的“赛龙舟”“丰收节”等活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让更多的游客流连忘返。

 

邵
东
魏
家
桥
镇
万
亩
花
海
迎
客
来—

—

﹃﹃
花
经
济

花
经
济
﹄﹄
增
色
添
香
热
文
旅

增
色
添
香
热
文
旅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张
伟 

通
讯
员 

吕
嘉
伟 

李
慧
兰

游客在樱花园拍照打卡。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