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她力量 巾帼有担当 ——记种植场里的追梦人

她们，坚定而执着，为身边人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她们，勤劳而奉献，用凝聚汗

水和心血的成果回报社会；她们，自信而睿智，为番禺农产业发展作贡献。巾帼

不让须眉。近年来，番禺石楼镇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种植“女能手”，她们自立自强、

艰苦创业，用勤劳的双手铺就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巾帼力量。

近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了解她们的创业故事。

实干创新的“最美新农姐姐”——陈淑芬

在石楼镇海鸥岛的藤香阁水果种植场内，一位捧着新鲜水果，带着草帽，面带甜

美笑容的妇女，就是前段时间刚获得“最美新农姐姐”称号的——陈淑芬，她是石

楼镇海鸥岛人，与丈夫共同创业研究无花果种植。经过夫妻努力后，2017年在

海心村成立了藤香阁水果种植场。在微风的吹拂下，藤香阁清香甘甜的水果香气

迎面扑来，在阳光的照射下，种植场内的无花果显得格外诱人。

陈淑芬采摘无花果

收获满满的一篮筐果实

据悉，藤香阁以种植无花果为主，2019年被评定为区级示范家庭农场，同年被

评定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为了进一步加快种植场发展，石楼镇妇联积极与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多次到现场走访调研，积极宣传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的惠农帮扶政策，耐心听取了陈淑芬对申请贷款贴息项目的规划和资金使用的意

向，鼓励其将事业做大做强。2021年，藤香阁水果种植场在石楼镇妇联的指引

下，成功申请了贴息贷款 30万元，如何最大化利用这笔资金，种植更多优质的

无花果呢？陈淑芬与丈夫经过商量后，决定多次走访其他种植场，虚心学习请教

前辈，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创新了种植思路，最终修建了一个可以让四季都能结

果的棚——无花果温室棚。

石楼镇妇联走访藤香阁

陈淑芬获得"最美新农姐姐"称号

据陈淑芬介绍，自从有了温室棚种植场后，一年四季都可结果收成，经济收益翻

了好几倍。“温室棚种植与常温种植方式有很大区别，温室棚内设有循环种植系

统，以及防虫鼠蚁的设备，冬暖夏凉的设计改变了无花果的生长环境，在常温种

植下无花果会有很多损耗，而且要等到 6至 12 月份才有收成，但是我们采用温

室棚种植后，可以达到一年四季都能长果。”陈淑芬介绍道，她在 2022 年还被市

妇联评为乡村振兴巾帼致富带头人“最美新农姐姐”。“把藤香阁做大做强、让更

多农村新女性参与到科技兴农的行业中来，一直是我的梦想，如何发展更多分支

产业也是我目前所思考的问题，今年，石楼镇妇联让我去参加了广州市乡村振兴

巾帼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在增长见识的同时，还丰富了我的创业就业思路，获益

良多！”陈淑芬说，在受到培训班的启发后，她目前正投建一个孵化基地，用以

引进澳洲银鲈鱼种。希望此项目能带动更多养殖户参与其中，为更多的姐妹带来

就业、创业机会。



学无止境的“石榴姐姐”——黄秋梅

她是德记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理，也是一位种植好手。她在自己创业致

富的同时，不忘村里的姐妹们，经常与周边种植户妇女沟通，充分发挥“巾帼脱

贫”作用，共同提高种植水果的技术水平，使种植产业迈向新台阶，她就是黄秋

梅。

黄秋梅，是土生土长的石楼人，1995年参加工作， 2003年，在石楼镇农办技术

人员的大力推介下，黄秋梅了解到台湾珍珠石榴的生长特性—抗咸能力特别强，

病虫害少，易于种植和打理，特别适合海鸥岛地区的土地和水质种植。而且石榴

还具有帮助消化，降血脂等功效，是一种健康食品。于是黄秋梅与丈夫租赁海鸥

公路旁 60多亩农田种植台湾珍珠石榴。在石楼镇农办的支持和指导下，该石榴

种植园已成为引进的优质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之一。

黄秋梅与丈夫研究水果种养情况

为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真正成为种植经营业中的行家里手，黄秋梅

积极参加各类培训班，长期接受番禺林果服务中心和镇农办的技术指导，虚心求

学，起早摸黑悉心耕作，认真做好果树淋水、施肥、防病、虫害等工作，通过几

年的辛勤劳动和刻苦钻研，总结出种植石榴的成功经验。他们种植石榴果形靓、

产量高，果树从开花到结果只需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年可收成 3 造，每造亩产

约 1300斤。2018 年德记石榴获得“中国优质农产品”称号，成为石楼镇特色农产

品品牌。

随着石榴产量递增，经济效益的提高，带动了社会效益。石榴园长年聘请就近的

村民做工，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与农民共同致富。石楼镇妇联还经常组



织经验分享会，让黄秋梅与周边种植户妇女沟通，充分发挥“巾帼脱贫”作用，共

同提高种植水果的技术水平，让石楼种植产业再迈向新台阶。

虽然黄秋梅屡获殊荣，但她的创业道路可不是都一帆风顺的，黄秋梅说：“2020
年刚好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水果全部滞销，资金周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人工、饲料的费用我们都支付不了。当时我很气馁，石楼镇妇联在得知情况后，

积极开导我们，并指引我们申请贴息贷款，最终这笔资金申请下来后，缓解了部

分经营压力，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后，现在果场经营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

如何不重蹈覆辙，在疫情之下稳中求进，是黄秋梅与丈夫一直思考的事情，最近

夫妻俩发现蔬果、蔬菜销量较好，他们还将部分资金租赁了十多亩地用来发展不

同类型的种植业。“今后我们计划发展多元化的生产业务，继续开拓水果市场，

开拓不同的销售渠道将产品销出去。改变以往单一的经营思路。” 黄秋梅说道。

初心不改的“巾帼种植姐妹花”——曾俊仪与曾俊峰

千山花开万树香，唯独无花不竞芳。在清流村的东林果园里，一颗颗成熟的无花

果挂满了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无花果的香甜气息，“这颗果子有点烂了，不能要

了，这颗果子摸起来手感刚好，可以留着……”只见这对“巾帼种植姐妹花”曾俊仪

与曾俊峰正忙碌着身影，打着配合，一个负责采摘，一个负责看果子的情况。

姐妹俩采摘果子



记者获悉，在这块 26亩地中，除了种有无花果外，还种有沙梨、释迦果、桑果

以及大树菠萝等多种水果，看着现在水果能有如此收成，两姐妹欣慰地笑了，原

来早在 2008年，姐妹两个家庭得知无花果的种养价值高、收益可观后，大家就

一起商讨种植无花果，经过几年的谋划和准备， 2016 年，曾俊仪（妹妹）与曾

俊峰（姐姐）姐妹俩来到了清流村并租赁了这块土地，从零开始了她们的创业之

旅，回想起当初来到这里的场景，曾俊仪不禁感叹道：“我们这一闯就是 6年，

原来我们姐妹俩都不是做种植这一行的，我和俊峰姐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初来到

清流村种植时什么都不会，但我们从没想过放弃，既然不懂就学嘛，失败就重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所坚持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石楼镇妇联走访了解农场情况

姐妹俩配合采摘果子

由于姐妹俩一切从零开始，在种植起点上也比其他种植户低，因此她们付出的时

间精力也更多，吃的苦头也不少，曾俊峰和记者表示，她们在种植第一批无花果

时，刚好遇到了龙舟水，果子都被淋坏了，看着大量废掉的无花果，心情非常失

落，并想到第二批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吗？这时曾俊仪第一时间安慰了曾俊峰，



“当时妹妹鼓励我，说既然选择了做农业，我们就一起坚持下去，看看我们能走

多远吧。虽然第一批无花果被雨水淋坏了，并不代表第二批也会遇到坏天气，我

们只要总结种植经验总有好收成的那一天。” 曾俊峰说，两个月后，大家重振旗

鼓再次种植了一批新的无花果苗，这一次她们总结了上次失败的经验，并根据天

气情况，及时做好应对措施，最终取得了良好收成。如何种植一种香甜软糯可口

的无花果，是姐妹俩一直探索的问题，“我们所种植的无花果坚持不喷农药，因

此它们会很新鲜，也很容易坏，如果采摘到了坏的无花果，我们宁愿把它拿去喂

鸡或者埋地施肥，也不会卖给顾客。” 曾俊仪说道。由于姐妹俩一直坚持“保证

让每位顾客手里拿到好果”的原则，让她们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和回头客。每逢节

假日游客们会前来此地采摘水果，享受农家乐的乐趣。姐妹俩向记者表示，所有

经验里最实用的莫过于坚持用心种植，用心经营，在种植行业里，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用柔肩挑重担的种植“女强人”——黄丽谊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用在石楼镇观龙岛亲子采摘园种植能手黄丽谊身上恰

到好处。记者来到采摘园时，天空下起了伶仃小雨，在遥远处只见身穿深色雨衣

的黄丽谊，正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跟工作人员比划着，说到关键时，行动不太方

便的她甚至还走到了农地里实操。举手投足间，透露出这位女强人坚忍不拔的性

格和顽强的意志力。在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后，黄丽谊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创业故

事。

黄丽谊采摘果子

据悉，该采摘园共有 90多亩地，并种有苹果枣、牛奶草莓、燕窝火龙果、脆皮

柑橘以及无花果等多种水果，节假日时会有不少亲子团前来此处农家乐，黄丽谊

回忆说，最初这里的占地面积只有 2亩，“采摘园是从 2019年的时候才建成的，

经过我 3年来的努力，这里从占地面积 2 亩发展扩大到 90多亩，目前种植了 20
多个品种，以销售无花果、释迦果为主。”黄丽谊说，2000年初，她生活困难，

连吃饭都成问题，看着母亲去卖花，一天能挣二三十块，于是她也卖起了花，天

刚亮就背着女儿，提起 5个大桶来到南沙、东涌等地摆摊卖花，从日出摆到了日

落，傍晚休息一会后继续摆摊到晚上。



黄丽谊与员工一起采摘

这摊一摆、花一卖就是 18年，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让子女过上好生活，黄丽

谊四处寻求方法，最终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她接触了种植业，并开始从“卖花”
转向了“种果”。“刚开始我接触这行的时候头都大了，什么都不会，有一次我还

喷错了药导致果子全毁了，后来经过区、石楼镇农办以及镇妇联的大力帮助和指

导后，我积累了很多经验，水果种得越来越好，场地也越做越大，非常感谢他们

对我的帮助！”

当记者问起黄丽谊坚持做种植的原因时，她的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因为我每

次看到自己种植的水果在一天天长大，很有满足感、成就感，看到硕果累累的那

一刻，内心是非常愉悦的，想着这工作能提高自己的收入给子女过上好生活，不

管多苦多累我都能坚持下去。” 黄丽谊说，今年 7 月份收成不太好，刚好又发生

意外，导致崴伤了脚，卧床休养时，她的心思一直在采摘场上，“虽然我在休养，

但我每天都会打电话去安排员工的工作，从未停歇下来，很多顾客朋友知道我崴

伤了脚，特地前来探望关心我，给予我鼓励，这无疑是对我的肯定，我也更加坚

定了要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
由于黄丽谊有着 18年的卖花经验，早就培养了她吃苦耐劳的性格品质，虽然现

在她的脚还没完全康复，但她认为做每一件事情要亲力亲为才能做好，因此，天

刚亮她就会拄着拐杖来到农地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的她收入比以前高了，

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她表示，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在接受完采访后，

只见黄丽谊继续拄着拐杖走向了农地中检查……

还有很多巾帼种植能手的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她们的精彩人生绝不止步于此，

她们通过自身力量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增收，让大家在小康路上不掉队，为乡村振

兴贡献巾帼力量。“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这句饱含深情的话充

满力量，激励怀揣梦想的人砥砺前行。她们把一颗热心扎根在农村，肥沃的农地

上，是她们追梦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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