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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号角，不仅在泉
塘村吹响，周边的凤塔村、柏市
社区，也开启了美丽变革。

作为市派乡村振兴驻村工作
队队长单位，市水利局在帮助当
地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借助

“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
的东风，在文旅资源整合、农业
产业发展等方面重点发力，把泉
塘村、凤塔村、柏市社区打造成
湘赣边乡村振兴示范带。

在柏市社区，一座农家书屋
成为人气最旺的地方。这间书屋
今年 7 月份建成，有图书 1000 多
册，涉及社会科学、文学艺术、

少儿童话、农业生产等。
“ 以 前 种 地 靠 经 验 ， 现 在

从书本上了解到专业知识，来
年 就 可 以 在 地 里 进 行 尝 试
了 。” 村 民 文 大 平 告 诉 记 者 ，
小书屋的建成让大伙在闲暇时
增添了生活乐趣，充实了精神
文化生活。

据介绍，工作队进村以来，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帮助三
个村 （居） 做好了村庄规划，突
出绿化、亮化、美化等基础设施
建设，并建成了一批小书屋、小
讲堂、小广场，让老百姓有了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筑牢乡村
振兴文化根基

讲述人：驻醴陵市孙家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 陈继红

又是晴天，冬日晨曦如玫瑰绽放。11 月 29 日上午
8 点多，我和队员们一起驱车从市区的家里赶到了孙
家湾村。

“陈队来了。”每个周一都如此，村党委书记叶海
涛看到我，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寒暄两句，我们开始
商量当天以及这周的工作安排。

头一件事是村文体广场的建设。项目就在村党群
服务中心后面，我和村“两委”干部走到现场时，三四
个施工人员正在抓紧建设，曾经杂草丛生的场坪，如
今平整宽敞，“乡村大舞台”的底座差不多已盖好。

看到建设有序推进，我由衷感到欣喜。今年 5 月
驻村以来，我们工作队进行了全面摸底。孙家湾村有
深厚的产业底子，目前有大小民营企业 20 家，工业产
值达 6 亿元。孙家湾村也是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而调研中，村民普遍反映，大家伙钱包鼓
了，文体休闲需求逐渐提高，但村里还缺个相应的公
共文体健身场所。

有所呼，必有所应。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认真调研分析，一致认为建设一个符合村民需求的文
体广场很有必要，能切实提升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8
月，村里召开创建株洲市“五好”乡村动员会，将村文
体广场建设以及三个“门前三小”建设提上议程，作为

“乡风文明好”的重要内容予以落实。
项目实施规划先行。我们邀请株洲市规划专家来

村调研，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决定将村后闲置多年的
空地打造为三大板块：村文体广场、公用停车场、农家
休闲基地。其中村文体广场包含文化长廊、乡村大舞
台、标准篮球场等，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文体休闲需求。

经过前期充分筹备，以及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株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株洲市职教园管理办公
室三家后盾单位的支持，项目稳步推进。11 月中旬，村
文体广场的建设终于开工！

望着建设中的文体广场，我仿佛看到在不远的将
来，村民们在绿树成荫的广场里散步、跳广场舞、健
身，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在这里，孙家湾村首届农民
运动会、“邻里节”等一系列具有孙家湾村特色的文化
品牌，也将浓墨重彩地推出……

这天下午，我们工作队和村里组织了一次主题党
日活动，发动村上党员修补一条村道上的坑洼，以防
雨雪天气时带来安全隐患。

经过一下午的劳动，我感觉有些累，可晚饭后，还
是来到村里的“小讲堂”，接待村民的来访。一拨陪着
孩子看书的村民走后，又来了第二拨村民。晚上 8
点，“圆梦中国·德耀中华——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颁
奖仪式”准时开始，我们工作队和村民们一起进行了
观看。市政协原副主席、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被追
授为全国敬业奉献模范，颁奖仪式上再现了他的先进
事迹。

作为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黄诗燕的精神也
在给予我动力与支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以文化振兴为根基推动乡村振兴，我
要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继续砥砺奋进！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军 通讯员/陈志 邓
丽 整理）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军 通讯员/凌琳）
茶陵县严塘镇湾里村，又名“红军村”，位于湘赣边界
罗霄山脉中段西侧，与江西省永新县、宁冈市交界。据
悉，市派驻湾里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正助力当地打造

“茶陵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园”，支撑乡村
振兴。

市派驻湾里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康志光介绍，
该项目将以湾里红军村红色资源为基础,整合湖南万
樟集团国家 4A 级景区中国花湖谷 200平方公里的绿
色资源，集红色研学、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森林康养
等为一体，以“红色+绿色”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与
村民致富。

据悉，该项目今年 3月启动，拟投资 2亿元，规划
建设期限为 5 年，由湖南万樟集团公司分两期建设。
项目一期主要包括苏维埃红军故事街、“我们也要当
红军”教育研学基地，重走领袖井冈路-红军之路等红
色景点。目前，一期建设已高质量完成，达到预定项目
建设的进度。

白天风风火火地忙，夜晚回归宁
静，袁旭东看着大学班级群里信息闪
烁，同学们这个升主管了，那个结婚
了，这个获得了国家技术资格认证，
那个生了双胞胎……，他不敢插一句
话，生怕同学们问他的近况。

“当热情耗尽，我并没有得到更
多，感觉生活和工作都只剩下一地
鸡毛。”袁旭东说。

一件小事，一句短话，彻底改变
了袁旭东的想法，“被需要也是一种
收获，而且很踏实。”

今年 70 岁的曹建国是个五保
户，白天在老宅子里种菜养鸡，晚上
回到幸福院里居住。

2019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曹建
国在老宅里正在抽水浇菜，突然水
管不出水。找不出原因，急性子的曹
建国在菜园子里急得直摔水管。

正巧，袁旭东下班回家，看到在
菜地里打转的曹建国，赶忙上前了
解情况，最后发现是曹建国老宅子
的电费没了。

“怎么办？现在村干部都下班，
上哪儿交电费？”曹建国叹气道。

“曹大爷，不着急，我有办法。”
袁旭东赶忙打开手机帮曹建国交
费，重启电表后，看到抽水机的水又

开始汩汩往外冒。
之后的日子，曹建国过一阵子

就会问袁旭东，是不是到了交电费
和话费的时候，“东牙子，有你在，我
心里就踏实。”

听到这句话，袁旭东突然明白，
“被需要的感觉，也是一种力量，让
我不会感到失落。”

后来，这份踏实也传染给了村
里很多老人，子女不在家需要帮忙
的，都找袁旭东。

袁旭东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就
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忙。
慢慢的，帮忙的人越来越多，干脆，
袁旭东成立了一支志愿者队，“这些
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像及时雨
一样及时出现，所以就叫白石村及
时雨志愿服务队”。

农村环境整治、村集体经济发
展、村民之间矛盾调解……及时雨
总能及时赶到，并处理好问题。从最
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 20多个人，
且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成为天元区
最年轻的志愿者团队。

现在的袁旭东，不仅是挥锄头
的好手，种菜、养鸡、开农机、办培训
班、做志愿服务等样样都里手，“越
来越喜欢农民这个职业了。”

攸县自力村建立
“四个人才库”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陈志 凌琳）乡村振
兴，人才是关键。为充分发挥人才
作用，驻攸县自力村市派乡村振
兴工作队深度调研，与村里携手
打造“四个人才库”，挖掘农村现
有人力资源，以人才队伍矩阵助
力乡村振兴。

驻村工作队队长王强介绍，
进村到岗后，工作队发现村里中
青年、优质人才持续外流，人才总
量不足、结构失衡等情况，与乡村
振兴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为此，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认
真研究，逐步建立了“四个人才
库”：致富能人库、复员军人库、专
业技术人才库，以及退休返村干
部、知识分子、工人人才库，赋能
乡村振兴。

比如在“致富能人库”，攸县
华穗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邓华侨，便是村里的代表人物。
2015 年 12 月，邓华侨出资 200 万
元成立合作社，主要种植水稻、制
种、玉米等。目前，该合作社每年
创造利润 180 万元，村内 40 多人
实现就近务工，其中脱贫户劳动
力 20 多人，为防止规模性返贫作
出重要贡献。

我的驻村日记

边远山村通柏油路
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小花

攸 县 黄 丰 桥
镇泉塘村，是攸水
源头所在地，村内
有个景点叫“泉塘
幽谷”，全长三千
多米，沿途散落的
奇石嶙峋怪异、姿
态万千，是很多驴
友的打卡圣地。

然而，进入景
点的村主干道，由
于长年被货运车
辆碾压，已变得坑
坑洼洼，“晴天一
身 灰 、雨 天 一 身
泥”是常态，成为
阻碍乡村发展的
拦路虎。

改 变 源 于 一
支市派乡村振兴
工作队的到来。今
年5月，市水利局、
市疾控中心、市国
家安全局等后盾
帮扶单位进村后，
把“修好致富路”
摆在首位，铺好乡
村 振 兴 的“ 主 干
道”。

一条柏油路，串联生态景点

泉塘村地处湘赣边，村内多
山，林地面积达到 3.68 万亩，是典
型的绿色村庄。村里旅游资源丰
富，尤其是“欧公山野生映山红”
和“泉塘幽谷原生态溯溪”，每年
都会吸引不少湘赣两省游客。

但游客来了，路途上却难免
闹心。“车陷进泥坑，咋弄都出不
来。”跑运输的村民张阳接待游客
时，就盼着路上别出状况，可总避
免不了。

乡村要振兴，道路要升级。工
作队调研走访后，了解到村里有 8
公里道路需要提质改造，为此，工
作队和县、镇相关部门专门召开
协调会，决定路基部分由驻村工
作队帮村里建设，路面工程施工
由攸县交通运输局完成。

路基建设需要 300万元资金，
这钱从何而来？

经过争取，市县两级农业农

村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支持资金
200万元，市水利局、市疾控中心、
市国家安全局、高科集团、中国邮
政株洲分公司五家后盾帮扶单位
筹集资金 100万元。今年 9月，泉塘
村道路提质改造工程顺利启动。

11 月 27 日，记者在泉塘村道
路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压路机
正在紧张作业，路基部分即将完
工。“我们将原有的水泥路扩建到
6 米，并计划铺上油，让村民出行
更加方便。”市派乡村振兴驻村工
作队队长、市水利局一级主任科
员张三云介绍说。

道路改善了，村里就能更好
地“施展拳脚”了。泉塘村党总支
书记肖思告诉记者，村里还将进
一步开发泉塘幽谷和欧公山景
区，打造一批特色民宿，推动中草
药种植基地建设，让好风景变成
好钱景。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
让百姓精神生活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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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驻村动态

茶陵县严塘镇湾里村
打造红色文化园

陈继红（左一）与孙家湾村党委书记叶海涛，在村
文体广场建设现场与施工人员交流。株洲日报·掌上
株洲记者 李军 摄

“茶陵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园”一期项
目已高质量完成，图为项目一角。（湾里村供图）

一个新型农民养成记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张媛 通讯员/王玲

这两天，天元区三门镇白石村
的金丝皇菊基本归仓，袁旭东终于
松了口气。看着金灿灿的菊花摆满
烘烤房，他说：“我们 1个多月辛苦付
出没有白费。今年，金丝皇菊销售额
预计达到 60 万元，村集体经济又上
了一个台阶。”

“道路千万条，回村第一条。”这
是袁旭东 3 年前回村最“蠢笨”的念

想。3 年来，看着村里金丝皇菊开了
一遍又一遍，田间蔬菜收割了一茬
又一茬，山头茶树果挂满一串又一
串，村民们笑得合不拢嘴……他觉
得，这条路没走错。

24岁的年纪，正当旭日东升，在
成为新型农民的道路上，他一直在
求索，“用自己的力量，让家乡成为
宝藏。”

今年的金丝皇菊大丰收，袁旭东帮忙装车。记者 张媛/摄

把农民当职业，风风火火闯白石

袁旭东是个早就脱离了农村生
活的农民。2017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三一重工从事数控机床，拿着不错
的收入，融进五彩斑斓的城市生活
里。

连锄头都没碰过的袁旭东，2018
年却头也不回地回到了白石村，成
为株洲市百胜格外香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简称“百胜格外香”）的办公室
主任，全面参与公司各项工作。

为什么要回来？他说，现在农村
政策好，前景广阔。而且农民被重新
定义，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传统农民，可以当成一份职业来做。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觉得在
白石村同样也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
的精彩世界。

可村里的事又多又杂，不是按
几个按钮，设置些参数就能完成的，

袁旭东说，经常会碰一鼻子灰。
2019 年，白石村决定发展金丝

皇菊产业，作为村级公司的百胜格
外香承担了实施的重任。公司在流
转土地环节，遭到很多村民反对。眼
见着马上要到菊花苗栽种的季节，
袁旭东急得团团转。

“你一个毛头小子，懂种地吗？”
“流转土地搞项目会成功吗？也不知
道自己几斤几两。”……在质疑声
中，袁旭东沮丧过，失落过，但都挺
过来了。他白天忙着找村支两委帮
忙给村民做工作，晚上游说老村支
书带头干，还抽时间学习菊花种植
技术，“办法总比困难多。”

终于，大家被这个年轻人的热
情、执着和专业打动了。5月份，一百
亩的金丝皇菊苗按时栽种。当年，村
集体收入就突破了 10万元。

把被需要当收获，踏踏实实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