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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钱愈嘉

在茶陵县枣市镇洞头村 21 组，
有一个姐妹团被人们津津乐道：她
们 3人虽没有血缘关系，但以姐妹相
称；大姐周小姣，常年在外务工；二
姐罗秋兰，早年因家中发生变故戴
上了“穷帽”；三妹谭八香，一直在家
打零工维持生计。虽然都已年过五
旬，可以在家享受含饴弄孙的生活，
但创业的梦想梦催促她们组团种
枣，为枣市“代言”。

“我们有个梦想，想让大家吃上
我们种的枣。”这是三姐妹的宣言，
如今，这个梦想已经照进现实。

响应号召联手种枣

2016 年底，洞头村以“为枣市正
名”，鼓励村民利用自家荒废土地种
植枣树，重现当年千亩枣园的风光。

消息发布后，没多少人响应。三
姐妹多次商量：“不能让土地荒废在
我们这代人手里！”大姐周小姣的一
番话打动了两个妹妹，三人决定联
手干，谁料家人们纷纷反对，可三姐
妹雄心勃勃。村支书听说后，逐家上
门做思想工作：“镇里出台了奖励政
策，凡是种植枣树 50亩以上有补助，
村里也会牵头组织大家一起种。”听
了村支书的话，她们的家人不再阻
拦了。

不久，洞头村组织村民去祁东
学习鲜枣种植技术，回村后进行土
壤检验，开展种植培训。看到村里的
一连串举动，她们的家人疑虑消失，
不禁感叹称：“原来她们不是 3 个人
在战斗，创业路上有村里护航。”

一波三折不改初心

可是，创业路上荆棘密布，好不
容易让家人同意，可资金短缺的问
题随之而来。苗木、地租、整地、肥料
……这些都需要钱，是建设枣园前
期必不可少的开支，可三姐妹家境
并不富裕。

三姐妹铁了心要建枣园，于是
东拼西凑，把养老的钱也拿出来了。

2017年，3人联合村里其他贫困户筹
资 20 多万元，按每亩每年 100 元的
标准，租用荒山种植酥脆枣。

虽 说 三 姐 妹 平 日 里 没 少 研 究
种枣知识，学习种枣技术，可实际
中，她们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当
她 们 犯 难 时 ，村 里 从 祁 东 请 来 了
专 家 ，指 导 嫁 接 、剪 枝 ，解 决 了 技
术难题。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三姐
妹每天泡在枣园里，皮肤晒得黝黑。
春来夏往，65亩地、4000 株树苗栽下
去，苗木成活率高达 80%。

枣树嫁接后，挂果时间会缩至
三年，可前期只有投入并无产出，
她们的经济能力可扛不住。在专家
指导下，3 姐妹在新开的枣园中实
行 间 作 套 种 ，种 了 棉 花 、辣 椒 、西
瓜，效益还不错，前期投资压力减
小了。

2019 年，洞头村因势利导成立
专业合作社，由村里负责果园规划、
土地翻耕平整、拓宽硬化进出道路、
通水架电，并争取国家产业项目支
持，这样一来，姐妹 3 人干得更加起
劲了。

“互联网+”助力售枣

今年秋天，天公不作美，天天下
雨，不少枣子裂开了，这可急坏了三
姐妹。

枣子的价格与品相有关系，一旦
开裂，品相不好看，卖不出好价钱。

有果农提醒她们，将成熟的果
子先下树，可是，她们没经验和渠
道，销售又成问题。虽说枣子又甜又
脆，受人喜欢，可散卖，不是个办法。

正在她们发愁时，枣市镇政府
制定了帮扶方案，联系新闻媒体，造
势宣传，并号召机关干部助农扶贫，
购买枣子，渐渐地，三姐妹枣园的名
气打响了。

她们明白，光靠政府帮助不是
长久之计，必须自己闯市场。在一次
创业培训中，她们号召家中年轻人
建立微信群，为酥脆枣拓展销路。到
今年 10月初，她们的枣子销售一空，
尝到了互联网销售的“甜头”。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龙娉

株洲日报讯 为了提高外卖小哥的
交通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日前，茶陵交
警走进美团外卖茶陵站点，向外卖小哥宣
传交通安全。

随着外卖配送服务行业的兴起，外卖
小哥驾驶电动车或摩托车在大街小巷穿
梭的身影随处可见，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为此，茶陵交警组织“美团”站点负责人及
外卖骑手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向其讲解道路交通法规，提升骑手的交通

安全意识。
在宣传教育中，交警结合“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等工作要求，针对外卖行业
出行特点开展安全提示，为外卖骑手讲解
演示正确佩戴头盔的方法，并结合日常事
故处理中遇到的超速、闯红灯等典型案例，
宣传不戴头盔的危害，切实增强骑手交通
安全意识，强化他们的文明交通理念。

“这堂课很有意义，我们在保证服务质
量的同时，也要注意遵守交通秩序，保护外
卖人员的安全。”美团外卖茶陵站点负责人
表示，会严格按照交警的提示，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

交警为外卖小哥送安全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刘立平

株洲日报讯 日前，两批装有鸡、鸭、
鱼、猪饲料以及复合肥的货车从茶陵县城
出发，分别开往虎踞镇和腰潞镇两个从事
种养殖业的残疾人家中。近两周，共有 34
万元的物资被送到了茶陵 18 个乡镇 172
名从事种养殖业的残疾人手中，这是该县
残联助力残疾人创业的一个缩影。

当天，收到 16 包玉米粒饲料时，腰潞
镇潞理村村民陈红非常激动。“有了政府
的帮助，我扩大鸡鸭养殖规模更有底气
了。”陈红说，小时候他因意外事故造成右
肢截瘫，后一度变得意志消沉，每天无所
事事。2014 年，通过精准识别，陈红一家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借助 5 万元无息贷
款，他与父亲流转了 22 亩土地，开始种植

蜜柚和猕猴桃。
创业第一年，由于没有做好果树防冻

措施，致使许多果树被冻死。为了帮助陈
红掌握果树种植技术，县残联邀请专家对
他进行培训，并建议他开展种养结合，在
果林里养殖鸡鸭，并为其提供饲料等物资
支持。经过几年发展，如今，陈红不但成了
种植行家，他还在果园里养了一百多只鸡
鸭，年收入达 8万元。

如陈红一样在县残联支持下成功创
业致富的残疾人还有不少。县残联组织人
员到各乡镇（村）进行摸底、调研，统计残
疾人种养殖情况，每年举行种养殖技术培
训班，邀请专家对有创业意向和已从事种
养殖业的残疾人进行培训，后期还配备相
关创业物资。2016年来，该县 770名残疾人
接受了种养殖技术培训，累计获得创业物
资 154万元。

多措并举护航残疾人创业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刘飘飘

株洲日报讯 眼下正是罗汉果采摘
时节，11 月 21 日，记者走进茶陵县秩堂镇
罗汉果种植基地，只见果园里黄绿色的罗
汉果挂满棚架，村民们趁着好天气采摘罗
汉果。

在东首村东坑库区移民种养合作社
罗汉果种植基地，种植大户肖茶仔与村民
们忙着采果，准备打包发往长沙。“今年我
种植罗汉果 200 亩，效益很好，总收入 90
万元，明年准备扩种 100亩。”肖茶仔说，村
里像他一样的东坑库区移民有 300 多人，
三分之一的移民参与罗汉果种植或在基

地务工。
东首村是东坑库区移民重点村。2016

年，为解决库区移民就业问题，茶陵县库
区移民事务中心在该村考察调研后，决定
成立合作社发展罗汉果种植产业，于当年
组织试种了 75 亩罗汉果并获得丰收。今
年，移民事务中心加大罗汉果产业种植帮
扶力度，鼓励移民新增种植面积 600亩，投
入产业帮扶资金 83 万元。现在，种植规模
扩大到 1000亩，并与湖南华城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包销协议。

东首村党总支书记龙风雪介绍，今年
东坑库区移民合作社种植罗汉果 1000 余
亩，总产值达 420万元，为移民人口增加就
业 100余人，人均收入 1.5万元。

东首村千亩罗汉果喜获丰收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刘磊 龙利霞

株洲日报讯 近日，记者在国道
106线平水路段、省道 320线枣市路段
等地看到，治超不停车检测系统实时
记录过往货车的车辆牌号、轴数、车
重等信息数据。这是茶陵今年来启动
网上“云”治超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茶陵县大力推进科技治
超，加快治超信息平台和公路不停车
超限检测系统建设。目前已建成两套
非现场执法系统，分别位于枣市镇洞
头村和虎踞镇黄泥塘村，实现了治超
非现场执法动态自动称重检测及电
子抓拍；同时，县级信息平台在 8月底
全部建成，实现了省市县站点联网；

县内所有重点源头企业的监控系统
建设全面完成，并接入了县级治超信
息平台。

从 10 月 1 日起，茶陵正式启用
不停车超限检测技术监控设备，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公路治超非现场执
法。此外，茶陵县还将 5 家货运源头
企业纳入 24 小时远程监控，通过采
用“云监控+大数据”的信息化监控
技术，实现对货运车辆装载出厂情
况进行实时监管，并接入市级监管
平台，货车进出、货物装载记录全程
留痕，利用科技治超的利器严把货
运源头关。

据悉，得益于科技治超效率不断
提高，目前茶陵县超限超载率控制在
0.1%以内。

近日，茶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与
烟草专卖局开展联合执法大检查，在
城区范围内重点查处无烟草零售专
卖许可证和无营业执照经营等涉烟
违 法 行 为 ，切 实 维 护 卷 烟 市 场 经 营
秩序。

检查中，执法人员实地走访了城
区内所有卷烟零售商户，认真查看了
卷烟经营户的证照、进销货台账是否

齐全，是否存在经营假、非、私香烟等
行 为 ，并 全 面 清 理 无 证 经 营 卷 烟 行
为，坚决依法取缔无证卷烟经营户。

据悉，这次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16
人次，检查烟草经营户 10 户，依法扣
缴了涉嫌无证经营卷烟 150 余条，货
值 2万余元。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潘登 任亚丽

三姐妹种枣记
网上“云”治超 称重不停车

两部门联合检查卷烟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