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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广州港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安莉：

深山繁花香 她用芬芳产业引来致富路
花海百里、山脉绵延、公路崭新……“真是世外桃源一样的宝藏地。 ”2017 年，第一次踏上贵州省赫章县韭菜坪的 90 后香港

姑娘梁安莉一眼就爱上了这片风景。然而，“世外桃源”背后，却是一个山高坡陡的深度贫困县。“这里风景美、自然资源丰富，人们
却因贫困而无法享受这种美，太可惜了。 ”于是，梁安莉做了一个决定———加入到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帮扶队伍中来。

她从游客变成了创业者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这个看上去文静柔美的香港姑娘，骨子

里透着独立和自信。 梁安莉带着她的团队走
过了赫章十几个乡镇。 他们看到了松林坡乡
的千年杜鹃、一片片万寿菊、韭菜坪十万亩
的野生韭菜花。

梁安莉想：这就是商机。
赫章县高海拔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

件，很适宜鲜花培育。 有了花香就有了希望，
她决心把发展花卉产业作为扶贫的突破点。
2018年5月， 梁安莉和她的团队共同创建了
港华公司，通过投资赫章建设云海花田田园
综合体和花卉育种育苗种植基地，带动贫困
户脱贫致富。 从此，梁安莉从一位乘兴而来
的观光客，变成了常驻于此的创业者。

5月中，广州已是盛夏，千里外的赫章山
里，还略有春寒。 赫章县铁匠苗族乡中井村
400多个种植大棚里， 一个个饱满的花苞缀

在枝头，孕育着生机和希望。 梁安莉两地奔波，时刻关
注着鲜花采摘的最佳时间节点。

“村民一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种鲜花，因为鲜花不
能吃，种洋芋、苞谷卖不掉还能吃。 ”梁安莉说。 创业之
初，有些村民是有抵触情绪的，当专家要求他们用镊子
种花时，有人嫌麻烦直接上手……于是，梁安莉就和村
民一起种植、采收。 高海拔让这位从小生活在沿海地区
的姑娘时常头晕脑涨，遇上干燥点的天气还会流鼻血，
但她坚持了下来， 用她那粤式普通话与操着毕节方言
的村民交流种花和育苗的技术。

她让村民成长为产业工人
通过专家培训、手把手教，深山里的村民变成了种

植产业工人，中井村的花卉种植规模从100个大棚增加
到400多个；在兴发乡“云海花田”田园综合体，露天种
植芳香植物约1000亩；基地产业项目从花茶、市政工程
用苗延伸到了永生花、精油、车载香薰、家居香薰等。截
至2020年底， 两个项目共覆盖脱贫户500多户3000多
人，带动农户增收700多万元，芳香事业扶贫之路正在
不断向前延伸。

结合自身的扶贫创业经历， 梁安莉在赫章铁匠鲜
花基地设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扶贫示范
基地。 如今， 她正计划在赫章配套建设薰衣草精油和
“永生花”深加工基地，同时扩大鲜花露天种植规模，打
造集种植加工、旅游观光、康养度假等于一体的现
代化田园综合体。

“深入到脱贫攻坚一线才知道祖国的
伟大，我愿意当一座桥梁，让更多粤港澳大
湾区的青年走到祖国广阔的天地中， 融入
国家发展，实现自我价值。 ” 梁安莉说。

让 农 村 妇 女 以
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

凭借传统手艺就近实现脱贫致富 ；
通过实实在在的家政培训， 让农村妇女

获得城市家政技能， 将农村的人口红利转
化为城市充沛的人力资源……

2016 年以来，广州市妇联抓紧抓细抓实
“巾帼脱贫行动”，做足“绣花”功夫，助推贵州
省毕节市和黔南州贫困姐妹打好产业扶贫、
消费扶贫、就业扶贫“组合拳”，探索广黔
协作特色帮扶模式，让“指尖技艺”转

化为“指尖经济”。

广州市妇联帮扶贵州毕节市和黔南州留守姐妹，助力打好产业、消费、就业扶贫“组合拳”

让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
锦绣协作 织染铺就致富之路

贵州织金的苗绣蜡染手艺精湛 ，
被誉为“指尖上的芭蕾”。 然而，就在
几年前， 这些古老的技艺和产品都还
藏在深山、压在箱底。 当地农妇阿英突
然发现， 以往在家农闲时打发时间的刺

绣，现在远销世界各地，成为受人追捧的艺
术品， 这为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绣娘们带来了

致富希望。
为贯彻好精准扶贫方略，做到对象准、措施准，2016年以来，广州市

妇联成立扶贫专项工作组九赴贵州，深度走访毕节、黔南两地7县（区、
市）12个镇（街）的基层群众、贫困户、绣娘、妇联干部、企业人员等700
多人。

工作组调研发现， 贵州不少贫困女性从小就学习苗绣蜡染，但
缺乏品牌意识、创意设计和销售渠道，而这些恰恰是作为千年商都
和岭南文化中心的广州最拿手的。 广州市妇联在深入了解当地贫
困妇女的特长和需求后, 确立了就业帮扶和消费扶贫两个切入

点，与毕节、黔南州妇联共同推出了“锦绣协作计划”，帮助马
尾绣、蜡染、枫香染这些古老技艺和产品焕发新生，带动更

多留守妇女在家门口有尊严地就业脱贫。
“我们立足国内消费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着力提高手工产品的附加值, 实现 ‘不出山门’ 增
收脱贫。 ”

广州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刘梅介
绍，广州市妇联一方面积极与贵州当地

有关部门对接, 推动组建 “绣娘合
作社”，把零敲碎打的家庭式

手工制品向产业化 、

规模化、市场化转化，将具有一定规模的龙头企业或合作社打造成贵
州“锦绣协作计划”基地。 2018年项目启动至今，已打造出9个“锦绣协
作基地”，“章镇布艺”“小茹裙褂” 等广州企业与当地绣娘、 染娘合
作，提供订单市场价超过100万元。 另一方面做好“联”字文章,协调广
州女企业家协会、广州市服装行业协会和知名电商等,建立广州“锦绣
协作计划”基地,构建“电商+非遗+合作社+妇女”发展模式,让大山里
的手工制品搭上电商快车，完成订单500万元，带动1073户7000多人就
业增收。

家政培训 探索就业长效机制
要富口袋，先富脑袋，增强“造血”功能是带领妇女脱贫的治本之策。
贵州毕节的谭克琴没有想到，只是去参加了一个家政培训，她不

仅有了手艺，在广州找到了工作，2020年，她还闯进了“南粤家政”羊
城竞技大赛的决赛。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级妇联组织不断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力度。 广州市妇联在推动“南粤家政”工程实施过程中，畅通家政劳务
输送渠道，在毕节打造了首个“南粤家政”花城人家（毕节）家政实训
基地，围绕母婴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医疗护理等家政服务4大
板块建立实训室，开办10个订单班，推动实现“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
群、毕业能就业、就业即脱贫”，预计未来至少可直接提供2万个就业
岗位。

在毕节七星关异地搬迁人口集中区， 广州市妇联还开办了首个
“南粤家政”花城人家（毕节）服务站，通过广州市家政服务线上综合
平台，促进劳务输送，将当地巨大的人口红利转化为广州家政行业
充沛的人力资源， 促进家政服务和脱贫攻坚 “双促进·双丰
收”。 助力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下一步， 广州市妇联将在对口帮扶地区加快
组建更多的“南粤家政”订单班，探索家政就
业长效机制。

香港青年、 广州港
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2019 年贵州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妇联
及澎湃新闻 “2019 年女
性正能量 ” 女性楷模 、
2021 年广东省三八红旗
手。她在贵州深度贫困县
赫章开展芳香产业扶贫，
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致
富，得到了广黔两地政府
和社会各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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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当一
座桥梁，让更多粤
港澳大湾区的青
年走到祖国广阔
的天地中，融入国
家发展，实现自我
价值。

“

梁安莉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