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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言存 杨磊

株洲日报讯 3 月 25 日，在株
洲经开区、云龙示范区 2019 年度
工作表彰大会上，该区拿出 534 万
元奖励辖区 33 家企业及优秀管理
团队。

当天，湖南君晨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获评该区 2019 年度纳税贡献
先进单位，获得奖励 55 万元。株洲
绿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获评
2019 年度财源建设优秀管理团队，
获得奖励 50万元。

去年来，该区围绕建成全国两
型示范区、创建国家级经开区、打

造长株潭融城核心区“三区”目标，
扎实开展“产业项目攻坚年”“营商
环境优化年”等活动，先后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推动财政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相关制
度，优化征管，厚植税源，全力推进
经济社会稳健发展。

据了解，2019 年，该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突破 14亿元，同比增长
12.5%；完成税收收入 11.54 亿元，
增长 12.8%；完成地方收入 9.73 亿
元，增长 18.9%，税收占比 82.3%，
三项指标增幅均排名全市第一。
辖区 33 家获奖纳税贡献单位共计
实现税收 9 亿元，占全区税收总额
的 78%。

株洲日报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肖霜

株洲日报讯 为降低疫情对
脱贫攻坚的影响，日前，渌口区发
布通知，决定对全区发展产业且符
合标准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奖
补，以激励贫困群众通过发展产业
实现长效、稳定脱贫。

通知明确奖补分为两项，一项
是贫困户自主发展生产奖补，另一
项是自主发展产业贫困户损失补
助。前一项奖补标准涉及种植业、
养殖业、服务业等，奖励内容包括
新开标准果园、茶园，新种蔬菜（包
括西甜瓜）面积 2 亩以上，奖励 200
元/亩；连片新种花卉苗木 5 亩以
上，奖励 100 元/亩，育苗面积 1 亩
以上，奖励 200 元/亩；新进种苗饲

养 鸡 、鸭 、鹅 等 100 羽 以 上 ，奖 励
3000 元/户，每户限奖励一批次；养
殖 蜜 蜂 5 箱 以 上 ，奖 励 200 元/箱
等。后一项奖项明确，已享受过生
产奖补的对象，如因重大自然灾害
或其他非人力可抗因素造成产业
发展失败，仍在努力发展生产的贫
困对象，可视其直接经济损失程度
再次给予补助。

据 了 解 ，该 区 财 政 安 排 2020
年专项扶贫资金在 20 万元以上的
村，生产奖补资金由村负责，其余
的由区产业扶贫联席会议办公室
在区财政安排的产业扶贫资金中
统筹安排。奖补资金将通过“扶贫
明白卡”直接打到贫困户账户，存
在虚假申报或扶贫小额信贷逾期
不还等情况的贫困户将取消奖补
资格。

渌口区贫困户发展产业有奖补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3
月 27 日，醴陵市沩山镇望仙桥农庄
内，大片紫藤花热烈绽放，吸引不
少游客驻足观赏。远远望去，盛开
的紫藤花缠绕编织出一张巨大的

“藤网”，犹如一条条紫色瀑布，煞
是壮观。微风拂过，清甜馥郁的花
香令人沉醉。

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文
通讯员/周文琪 宋丹 供图

紫藤花开

株洲日报记者 张洁
通讯员/彭丽娜 张逸鸣

乡间满眼新绿，田间地头农户春耕正
忙。企业车间里，一条条生产线正常运转，
市区各大商场正常营业，餐饮行业恢复堂
食，家常菜、火锅、小吃等等，无一不诱惑
着人们……近段时间，醴陵市逐渐恢复了
昔日的生机和活力，让人不得不感慨：冬
天逾越过后，春天终究来了！

今年来，该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击退疫情，各行各业有序复
工复产，处处呈现出忙碌的景象，为这个
春天增添了一抹不平凡的色彩。

规上工业企业、重点农业
企业100%复工

3 月 24 日清早，位于醴陵市茶山镇的
天睿农业基地里，大片大片的金黄色油菜
花热烈盛开着，空气清新；在基地大棚里，
10 余个村民们正在采摘丝瓜、黄瓜、辣椒
等蔬菜瓜果。

不负春光抓春耕。醴陵天睿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农业产业示范企
业，也是醴陵首家“太空蔬菜”示范与展示
基地。据基地负责人杨炯介绍，从 2月下旬
开始，基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
组织春耕生产，并采取“公司+基地+贫困
户”的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就业安排、技
术培训等方式，实现了脱贫攻坚与产业发
展的深度融合。目前，该基地共流转土地
1180 亩，联结贫困户 53 户 144 人，帮助贫
困户增收。

3 月 26 日上午 10 时许，位于醴陵东富
工业园的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生产线
发出阵阵轰鸣，一块块薄如蝉翼的玻璃排
队“走”下生产线。工人们戴着口罩，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近日，醴陵旗滨电子玻璃
有限公司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该
公司高铝超薄玻璃成功实现量产，其厚度
只有 0.33 毫米，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触屏等，集团实现了从普通
浮法玻璃向高端电子玻璃的完美跨越。

玻璃行业生产工艺有特殊性，生产线

必须全天 24小时运行。疫情期间，公司一边
抓生产，一边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员工每日
进厂区都要测温，员工食堂实行分餐制。

截至 3 月 26 日，醴陵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复工率 100%，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复
工 率 93.8% ，限 上 批 零 住 餐 企 业 复 工 率
91.4%，重点农业企业复工率 100%，续建项
目和一季度计划开工项目开工率 100%。

防控不松劲，市民生活逐
步回归正轨

“妹子，吃醴陵炒粉还是吃汤粉？加什
么码子？”“一碗汤粉，加蛋、加肉、加青
菜。”3 月 26 日 6 时许，下班回家的醴陵市
民林真特意绕道到醴陵中央商业广场的
小吃店，做好登记、测量体温后，吃了一碗
想念许久的“醴陵粉”。吃完粉后，手捧一
杯奶茶，在附近的商业圈逛下街，看着透
明橱窗里模特身上的春装，她特意拍照发
了个朋友圈：“消失许久的美好时光又回
来了。”

去图书馆看书吧，那里可让人心灵平

静和愉悦，但防护措施还是不能少。进馆
人员必须戴口罩，与他人至少保持 1.5 米
以上的距离……3 月 23 日，闭馆 59 天的
醴陵市图书馆恢复开放。入夜了，华灯璀
璨，春风拂面，这是又一个让人沉醉的夜
晚。近日，在恢复开放的状元芳洲公园
里，戴着口罩的市民三三两两出来悠闲地
散步……

不懈努力之后，我们的生活依旧是那
么的美好，到处都显露出勃勃生机。

近段时间以来，醴陵市指导园区、企
业、农业基地、生活服务场所等做好疫情
防 控 ，做 到 防 控 告 知 100% 、人 员 排 查
100%、测量体温 100%等，一刻也不松劲；
鼓励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有序
恢复经营，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不断
档”，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全力护航”。
目前，醴陵市蔬菜批发市场、大型超市、药
店药房、城区农贸市场、粮食生产加工、综
合性商场全部营业，水、电、气等公共产品
服务企业全部复工，城市公交、农村客运
班线开通率 100%。

县区观察察

云龙534万元奖励纳税“功臣”

株洲日报记者 黎世伟
通讯员/李放鸣

株洲日报讯 “下这么大的雨
你也过来看我们，还拿这么多东西
……”3月 26日，攸县宁家坪镇田心
村村民刘志华提着猪肉、鲜鱼等物
品来到湖南坳敬老院，一进大门，
老人们就纷纷跟他搭话，亲切地问
候起来。

这样的走访慰问，刘志华每个
月进行两次，自 2014年至今已经持
续了 6 年，共为湖南坳敬老院 96 名
老人送去爱心物资价值 16万多元。

刘志华今年 46岁，妻子和儿子
在长沙打工，平时他独自在家。刘
志华出身贫寒，先后种过田、做过
砖匠、挖过煤、当过煤矿负责人。作
为一名农家孩子，刘志华一直感恩
社会，平时遇到一些家庭贫困或遭
遇天灾人祸的乡亲，他都会施以援

手。2014 年，他去湖南坳敬老院慰
问老人，见很多人无儿无女，他动
情地说：“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每月
会来看您们，给您们送吃的，陪你
们聊天……”

自 那 年 起 ，每 逢 农 历 的 每 月
初和月中，他会带着猪肉、鱼、鸡
等物品前往敬老院看望老人们，
嘘寒问暖，陪老人们说话。每逢过
年过节，他还给老人们“加餐”，关
怀备至。

有一次，他见老人们喜欢在外
晒太阳，担心风大受寒，便拿出 1万
多元，给每位老人送去一床加绒毛
毯；去年，他常开车去江西省萍乡
市等地买肉，送给敬老院。

2017 年，由于煤矿业整顿，刘
志华下岗回了家。即便没了煤矿丰
厚的收入，刘志华自己省吃俭用，
对老人们仍旧非常慷慨，每月两次
以上的慰问品照送不误。

攸县宁家坪镇村民刘志华每月两次慰问
敬老院老人

“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株洲日报记者 刘毅
通讯员/卢纪轩

株洲日报讯 “ 防 疫 物 资 储
备 得 怎 么 样 ?学 校 校 园 卫 生 有 没
有消毒记录……”连日来，芦淞区
纪委监委驻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组
深入辖区内各大中小学，开展春
季开学前疫情防控准备工作专项
督查。

学校作为人员密集场所，疫情
防控广为关注。该纪检监察组充分
发挥“驻”的优势，拧紧驻在单位防
控责任的“螺丝帽”“加压阀”，全方

位了解各校开学返校方案制定、师
生返株和校园安全管理等，认真检
查防疫物资准备、校园消毒、留观
室建设以及校园医务人员配备等
开学前各项防控和保障措施落实
情况。

针对前期发现的问题，该区纪
委监委第一时间向区教育部门进
行了反馈，并督促整改到位。截至
目前，共对全区 73 所民办培训机
构、35所公办学校开展 10次疫情实
地检查，发现问题 12 起，提出整改
建议 12条，所有学校基本达到开学
标准。

芦淞区：靠前监督“护航”复学

株洲日报记者 尹二荣 陈洲平
通讯员/陈启浪 罗蔚之

3月 24日中午，茶陵县舲舫乡官溪村
鱼塘收获了今年第一批“四大家鱼”，老
渔民周解生在塘坝上忙着与村民收网。

“现在疫情好转，城镇上饭店营业了，希
望鱼能卖个好价钱！”他笑呵呵地说。阳
光将他的脸映红，显得格外有活力。

“捕了几十年鱼，一生都困在渔船
上，这些年洣水的鱼越来越少，累死累活
也攒不了几个钱。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负责看管鱼塘，每月工资 3000多元，日子
好过得很。”周解生说。

“提起篙子水滴滴，放下篙子没米
恰，有女不嫁官陂洲，一世夫妻半世休。”
昔日的官溪村，祖辈靠捕渔、水运为生，
生活漂泊不定。2018 年，官溪村悄然变
化，这得益于村里实行的“三变”改革，即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2015 年 11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通过
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
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
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群众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正在官
溪村落地生根、发芽、壮大。如今的官溪
村，作为湖南首个“三变”改革试点，成为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一个样板。

行业衰落，催生“三变”
“烟波锦江游船弋，万绿茵中叹红

石”是官溪村的写照。“我们村紧靠洣水，
耕地仅 1386亩，2009年修建官溪电站，村
里 500多亩耕地被淹，目前人均不足三分
田，一方耕地难养活一方人。”村党总支
书记周红云说。

由于耕地稀少，捕鱼、水运成为官溪
人赖以生存的行业。村民周运红从小跟
船，一家人吃住在船上，到 2019 年，他拥
有两艘大铁船和 3 艘辅助船，渔网 850 公
斤，还带出了 8个徒弟，被誉为“船老大”。

但捕鱼行业正走向衰落，2019 年官
溪村的渔民不足 30人。“这些年水里的鱼
越来越少，不少河段修了电站，捕鱼没以
前方便。”周运红说，从 2020年起，洣水流
域禁捕，他更不希望儿子走“老路”。

由于水运发达，上游紧挨着桃坑乡，
不少官溪人在外经营木材、竹架板生意。

近年来，装配式建筑的崛起，新型建
筑材料、环保材料涌现，不少传统建筑材
料被淘汰，木材市场不景气。“现在工地不
用竹架板了，脚手架都是钢筋搭的，生意
越来越差。”一直在长沙经营木材生意的
周这云说，这些年一直有一个念头在脑海
浮现，“外面打拼不下去，就回家创业。”

2018年 2月，株洲市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官溪村纳入首批试点。
这一消息，给 10 余位在外打拼的官溪人
宛如注入了“兴奋剂”。在乡党委和政府
支持下，村支两委带领村民，走访考察长
沙、岳阳、湘潭等地，并召集老乡商讨改
革思路，学习中其中一本《塘约道路》书，

似乎让他们找到了发展方向——实行
“三变”改革。

“官溪村闲置、荒废资源多，若通过
‘三变’改革，唤醒农村的‘沉睡资源’，就
能打造乡村振兴的‘新引擎’。”舲舫乡党
委书记刘雪平说，改革之初，官溪村聘请
专家，设计方案，描绘路线图，成立官溪
洣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官
溪洣水公司）和资产、土地、劳务、房屋、
置业 5个股份制合作社。

随着官溪洣水公司的成立，官溪这
个资源匮乏村迎来了新生。

因地制宜，做活水文章
今年 3月初，随着复工复产号角的吹

响，8 辆挖土机开进官溪村桥背垅耕地
段，改河道、挖鱼塘，忙得热火朝天。在去
年建成的 50 多口鱼塘旁的工棚里，村民
值守看管鱼苗。

虽然耕地少，但官溪村水资源丰富，
水域面积达 2000多亩，适合发展种养业。

村民李社仔，常常来到桥背垅，看看
正在施工的鱼塘。他指着一片刚修好的
池塘告诉记者，这块地以前是他家的。

“我家 10 口人，总共才 2.7 亩地，基本荒
废，早就盼着流转土地。”他说，流转土地
不仅有租金，还能集体入股享受分红，村
民无不支持。

让闲置资源“活”起来，是官溪人共
同的愿望。“三变”改革启动之初，官溪村
仅用两周就完成了清产核资，将村里闲
置的土地、山林、草地、滩涂、水域、房屋
等资源整合起来，共清理出集体总资产
765.8万元，统一流转到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发展产业，离不开能人带头。周
金云、周这云等在外经商的能人带领 638
户村民共同筹资 1200万元，成立官溪洣水
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源入股。公司
成立后，把目光瞄准水产养殖。目前已建
立四大家鱼养殖示范区 280亩，特种鱼养
殖示范区 400亩，龙虾养殖示范区 200亩。

昔日的“捕鱼村”蜕变成“养鱼村”。
56 岁的周秋明，祖辈三代都是渔民。去
年，洣水流域全面禁捕后，他的渔船被拆
卸，渔网被收缴，可被官溪洣水公司聘用
后，日子过得更好了。“在公司打工。祖传
的手艺没丢，饭碗更稳了。”他说。

“你现在不仅是务工者，还是公司股
东，是老板！”周红云在一旁笑着说，鱼塘
旁笑声一片。

靠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村民
变成股东。这两年，养殖基地实现利润
293.8 万元，共分红 269.8 万元；14 个村民
被公司聘用，月均工资达 3500元；公司临
时性用工近 300 人，日均工资 80 元，村民
务工收入近 200万元。村集体收入实现零
的突破，两年达 23.5万元。

立足长远，产业阔步行
走在官溪村桥背垅养鱼基地，一眼

望去，50多口池塘排成一线，从空中俯瞰
如同一串珍珠项链。虽然基地已成规模，
但一些设施亟待完善：两旁的进水、排水
沟虽开挖好，但未用水泥硬化。鱼塘大
堤，道路泥泞，上面杂草丛生。

“宁愿不分红，也要把钱用在刀刃
上，尽快把养鱼基地建好。”老村支书周
忠超道出了村民们的心声。

当前，2 条共 8 公里的产业环村路实

现通车；近 2公里的村主干道重新硬化，4
条通组公路已拉通，鱼外销出村不再难
……官溪村搞起了黄鸭叫、鲈鱼、鸭嘴鲟
以及中华倒刺鲃四大特种鱼养殖。

今年 36岁的罗才武是官溪村从江西
请来的养殖专家，看着养鱼基地一步步
成长壮大，他格外有成就感。“去年我们
主推黄鸭叫和四大家鱼，赚了 156 万元，
虽然销量可观，但关键是市场行情好。”

“要想抵御市场风险，就得靠特色养
殖占领市场。”罗才武告诉记者，洣水茶
陵段是中华倒刺鲃的保护区。目前，官溪
村正在打造中华倒刺鲃鱼苗基地，现有
成鱼 1000多尾，鱼苗 1万余尾。

“这种鱼可培养成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基地一旦建成，将辐射带动周边乡村
养殖业发展。”茶陵县农村经济管理服务
站站长彭晓宁信心满满地说。

3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通知，要
求今年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力争覆盖面扩至所有涉农县（市、
区）。当前，我市正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工作，全
面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由‘空壳村’变为‘样板村’，官溪经
验将给茶陵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提供很好的借鉴。”茶陵县副县长杨
定桃告诉记者。

“三变”改革看官溪

俯瞰官溪村鱼塘，宛如一串珍珠项链。周红云 供图

罗才武
在鱼塘中观
察鱼情。
陈洲平 摄

官溪村乡村规划的前瞻性，产业发
展的好态势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这
个全省“三变”改革试点村的欣喜变化，
令前来采访的记者感慨良多。

农 村 集 体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是 个 大 课
题，怎么改，全国没有固定模式，许多地
方还在摸索。以往的改革，有的地方大破
大立，否定过去，阻力不小，效果不佳；有

的地方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地方，全盘
照抄外地经验，没有结合本地实际，这样
的改革能走多远，很难说。但也有不少地
方通过传承创新，凝心聚力，脚踏实地，闯
出了一片新天地。官溪村的“三变”改革正
是如此，审时度势定方案，因地制宜谋发
展，村民们积极参与建言献策，改革效果
看得见，群众有信心，成功便有了基础。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因地制宜。战
争年代，毛泽东主席曾告诫人们，不要机械
地照搬外国模式，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革命才取得胜
利。改革开放之初，要不要改，怎么改，国内
有过激烈争论。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
河”，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先行先试，因地制
宜实施改革措施，才有了今天的发展成就。

3 月初，中央吹响了全面推进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的集结号。上周，我市召
开了全市农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落实
上级精神。官溪村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
较好的借鉴。一年之计在于春，心动不如
行动，希望大家尽快行动起来，根据各村
实情，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推进改革。这
样，改革之路定能行稳致远。

因地制宜，改革才能行稳致远
尹二荣

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