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海波：
做2.0版的新农人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张媛 通讯员/凌琳

在天元区群丰镇石塘社区，袁海波的鸡场
里，那边 200多只三黄鸡已经闹开锅了，这边他
的手机响个不停。他一边打开一袋玉米，一边接
电话：“好的，我明天送 10只母鸡来。”

但养鸡，对于今年 43岁的袁海波来说只是他
农业板块的一部分。他还拥有了农机服务、水稻
种植、水产养殖、果树种植、农业研学等多种项
目。

每一个项目都有瓶颈，但 1+1>2，深谙农业
之道的他在一产促二厂带三产的道路上上下求
索。他知道这才是新农人的最终目标。

发展“水陆空”种养殖，白描新农人
新农人，袁海波说这个词于他而言就像白

描，是一个精细的过程，是开始，也终点。
干农业，袁海波不是从下泥巴开始，而是一

名农机手。2017年他考取农机证。有过 16年深圳
开出租车经验，从方向盘变成操作杆，他觉得得
心应手。

带着在深圳积攒的一笔财富和闯劲儿，回到
石塘社区，袁海波买了几台农机就大胆地创办了
株洲金朝阳农机合作社。

实实在在参与到稻子一季一季的收割，本就
是农民的袁海波嗅到了丰收的气息，“机械参与
种植，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种田是条路
子！”

随后，他在社区陆续流转了七百多亩稻田，
一转身变成水稻种植大户。

一年的双季稻种植，可产出粮食 640 多吨，
销售额达到 50多万元，袁海波打趣地说：“手中
有粮，心里不慌。”他还注册了“石塘山金稻”
商标，让品牌效应为粮食增值。

种粮之余，闲不下来的袁海波流转了 60多亩
水塘种植湘莲、30多亩山林种植夏至桃、20多亩
水塘饲养龙虾、20多亩土地种植时令蔬菜。他不
仅自己发展农业，还成立石塘山种养殖合作社，
吸收了 50多户社员跟着他一块种粮食、种蔬菜、
搞养殖，带动周边就业 200 余人次，“术业有专
攻，大家各自发挥专长，齐心协力将我们的合作
社发展壮大。”

笑称自己是“水陆空”种养殖专业户，袁海
波却把新农人的形象清清楚楚地描绘出来：有能
力、有干劲、有想法，还有情怀。

发挥1+1>2优势，做2.0版的新农人
农业项目这么多，如何发挥 1+1>2的优势，带

动更多人致富，袁海波有了新的想法。
依靠离株洲市区不远的优势，袁海波想到了

农业研学的新路子，“研学是近些年出现的新现
象，而且很火爆。”春天忙播种、夏天赏荷花、
秋天收稻谷，冬天守粮仓，一年四季学钓鱼、顿
顿吃上柴火饭，他觉得，地里位置好、农业种类
丰富，一定能吸引很多城里的孩子来体验农事，
接触大自然。

说干就干，2020年，袁海波聘请了专业的教
官团队，设置了种菜、野炊、摸鱼、抓鸡、运粮
等多种体验项目。来自新马小学的 400多学生赶
上第一波，尝了鲜。

袁海波说，那天天气有点冷，但也没能抵挡
孩子们的热情。他只记得孩子们脸上、身上全是
泥巴，但笑得特别灿烂，都觉得又新奇又好玩，
饭一粒也不剩，菜也吃了个精光，“就觉得研学
这件事搞得。”

陆陆续续，一年多点时间，研学基地吸引了
近 3000多学生，带活周边数家农家乐。

一产促二厂带三产。经过几年在“泥巴”里
的摸爬滚打，袁海波渐渐摸清了农业发展的门
道。接下来，他准备购置烘干设备，对农产品进
行加工，为他的农业王国探索二产之路。

他说：“如果说新业态、新群体、新细胞，
是最初新农人的特色。那明白并实践一产助高
效，二产抓增效，三产促繁荣，农业才会守得一
湾活水，源源不断，生机勃勃。这才是 2.0 版的
新农人。”

修缮路桥，铺设
振兴的“金光大道”

讲述人：驻醴陵市左权镇将军村（核心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黄卫正

“走，先去看看三线桥建设情况。”12 月
10 日早餐后，我们工作队前往将军村危桥改
造项目三线桥重建工程工地。11 月 9 日，三线
桥拆除重建工程启动后，将军村“两委”和工
作队都很上心，多次到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质
量和安全生产等情况。

深冬的早晨，虽是晴天，但风冷霜重。田
间收割后的秸秆上罩着一层薄霜，我们走在
乡间道路上，呼出一团团“白气”。

来到工地，建设势头火热，桥墩浇筑已经
完成，六七名施工人员有序作业，为桥面浇筑
做准备，施工进度比较顺利。按照目前的进
度，春节前，应该可以实现通车了。

“最近夜间气温低，要采取一些额外措施
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根据天气预报，周六起
天就要阴下来了，要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抓
紧施工才行啊。”我说出了心底的担心。大家
听得连连点头。

“要致富，先修路。”今年 5 月，我们工作
队到岗后，发现驻扎的核心村——将军村，以
及永兴村和油田村两个连片村的道路、水利
等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村民也普遍关切。做好
防止返贫致贫等重点工作的同时，我们发挥
后盾单位的领导、资金、信息优势，在省市县
交通运输部门大力支持下，以公路桥梁建设
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突破口，积极为群众
办实事，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具体到将军村，我们工作队积极主动协
调，得益于村“两委”班子积极推进、村民广泛
支持，争取将村里 3 条农村公路共 9.3 公里，
列入了省交通运输厅旅游路建设规划。

经过半年多努力，匡家圳至猫子冲公路
改造完成，打通了凌家湾片区村民通往左权
镇政府的捷径；凌家湾至清安铺公路硬化完
成，打通了两地间最后百余米“堵点”……

这些路桥修缮好之后，村民去镇上、去醴
陵和株洲市区，以及邻村的人到村里来，都不
需要再绕远路。粗略一算，能让村内外数千人
受益。特别是 3 条旅游资源路改造完成后，环
左家老屋和左权湖红色旅游环线初步形成。
将军村坐拥左家老屋、李明灏故居等红色资
源，发展红色旅游的基础良好，拓宽旅游路、
打通断头路，也是在为村里发展铺垫“金光大
道”啊。

畅想左权镇将军村、永兴村、油田村未来
发展的前景，心里深感振奋。乡村振兴事业不
乏艰辛困难，资金、项目、人才等都很需要，只
要踏实苦干、创新巧干，总会干出一片新气
象！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军 通讯员/
陈志 邓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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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驻村日记

醴陵将军村三线桥拆除重建工程正在火
热施工。株洲日报·掌上株洲通讯员/黄卫正
供图

袁海波熟练地操作旋耕机。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张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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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路漫漫，但办法总比
困难多，尤其难不倒饱经风雨的
农人。

农业产业的培育，注定是个
漫长的过程，有了根基才有前进
的资本。

事实上，经过多年悉心培育，
株洲的茶产业已经蓄势待发。眼
下，株洲红茶的发展路径已然清
晰，即以茶促旅，以旅兴茶，打造

“一红一福”，即“茶陵·茶祖红”和
“炎陵·神农福”两个区域公用品
牌，建成罗霄山脉为代表的株洲红
茶产业基地，到 2028 年基本实现
全市茶叶种植面积30万亩、产量3
万吨、综合产值100个亿的目标。

伴随而来的，还有相关政策
和资金的加持。从 2021 年开始连
续 3 年，市级财政每年拿出 1000
万元支持茶旅产业的发展，并全
面整合涉农资金，优先用于茶旅
产业的开发建设。这是真金白银
的投入。

湘赣边区域合作，茶叶成
为重头戏。目前，全市茶叶企

业中有 8 家“湘赣红”授权企业品
牌，8 家“湖南红茶”授权企业品
牌，“茶陵·茶祖红”和“炎陵·神农
福”两个国家地理标志品牌申报
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这是强而
有力的支撑。

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在生产
上追求规模化、标准化，投入上强
调科技化、信息化，销售上注重市
场化、品牌化，这种用工业化思维
抓农业产业的思路，在会场被一
次次提及。

比如，与科研院所合作，尽快
制订“茶陵·茶祖红”和“炎陵·神
农福”的生产标准体系，研究制定
标准化加工技术，筛选推广品牌
茶叶的优良品种，成为茶人们最
朴素的心愿。“有了标准，就有了
竞 争 的 底 气 ，就 有 了 发 展 的 勇
气。”湖南龙灿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蔡锦然说。

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药材
产业而言，做好顶层规划无疑是

重中之重。
根据《湖南省中药材千亿产

业发展规划 2020－2025》的中药
材区域（产地县）布局，株洲属于
罗霄山脉中药资源带，包括攸县、
炎陵、醴陵、茶陵等。这一地带自
然环境、产业基础各有不同，可选
择 1到 2个品种试点，通过建立种
苗基地、示范种植基地、产品精深
加工等，逐渐培育具有县域特色
的中药材品牌。

事实上，以千金药业为龙头
的制药企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如果在功能性食品、药膳产品、保
健品等系列中医药产品的研发过
程中，与本地中药材种植基地结
成利益联盟，让第一产业“接二连
三”，或许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梳理株洲茶叶和中药材的光
辉历史，我们感慨“起了个早场赶
了个晚集”。但有个词叫后来居
上，集中精力攻关这两大优势产
业，株洲未尝不能弯道超车。

12月 15日，醴陵市均楚
镇周坊村，山风裹着阵阵寒
意，在长满茶树的山谷兜兜转
转。在茶树涵养养分的季节
里，湖南思乡源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茶农们，忙着给茶
树修枝整形、除草追肥。

就在当天，我市召开打造
优势特色茶叶、中药材产业交
流座谈会，在这场“头脑风暴”

中描绘产业发展路径。
有无优势？差距在哪？怎

样“突围”？各方观点交织，各
种思维碰撞，能否掀起阵阵株
洲农业雄风，我们拭目以待。

优势：沃土深根、文化渊源，硬核！1
如果一座城市有代名词，株

洲与工业靠得最紧，是名扬全国
的工业重镇。

当视线聚焦到农业，我们的
家底并没有这般光鲜，但也并非

“一穷二白”，茶叶和中药材是株
洲的优势。

先看茶叶。株洲处在北纬 25
至 30度，是黄金产茶带，境内丘陵
山地以红壤为主，适合高品质茶
树生长，这是上天给的禀赋。早在
唐代，茶陵就是三大产茶地之一，
明清时期株洲茶叶经茶马古道出
口国外，景阳山茶、六通庵茶、天
堂茶享有盛名。

抢抓我省“发展湖南红茶，打
造千亿湘茶”的机遇，我市跑出了株

洲红茶加速度。目前，全市茶园面积
近 14万亩，茶叶总产量达8300吨，
从业人员近 2万人，拥有茶业生产
经营主体80多个、茶叶注册商标24
个，“茶祖·三湘红”“洣溪茗峰”等一
批茶叶品牌脱颖而出。

“海拔最高的茶园在株洲，首
个亩产量过千斤的茶叶基地也在
株洲。”从事茶叶生产研究 36年的
茶人刘月球细数株洲优势，罗霄
山下的炎陵、茶陵还分布着大量
古茶树，茶与瓷和融合、茶与文旅
的交汇，都具备地方特色。

再看中药材。茶陵白芷，是经
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地理标志
证明产品，1987年出版的《全国土
特产大全》中，“茶芷”名列白芷榜

首，其种植历史距今已有 2000年，
是芷类之中的上品。位于炎陵的
大院农场，野生中药材种类繁多，
历史上大院农场曾是湘、粤、赣药
材集散地，药材贸易十分繁荣。

更涨士气的是，株洲有涉及
中医药产业链中生产与加工企业
18 家，千金药业还被评为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此外，炎帝
生物、健坤农业、大豪药业等，拉
长了中药材产业上下游产业链。

“尤其是被称作茶祖和药祖
的 炎 帝 神 农 氏 ，就 安 寝 在 炎 陵
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艳娟自
豪地说，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来
看，株洲发展茶叶和中药材产业，
都更加“师出有名”，也顺理成章。

差距：标杆企业、拳头产品，寥寥！2
找到了发展两大产业的根和

魂，我们还要问问做得够不够。
目光回溯到今年 4 月 20 日，

“中华茶祖文化节”在炎陵举办。
株洲以茶会友，邀请全国各地茶
人相聚于此，品尝“花蜜香、甘鲜
味”的株洲红茶。株洲有了一个全
新的称号：湖南红茶核心产区。

会议间隙，记者采访了前来
参会的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唐建
初。“虽然红茶产业遍地开花，但
与省内其他地方掰手腕，株洲还
显得弱了点。”他举例说，湖南湘
茶集团 2019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
67 亿元，安化黑茶、保靖黄金茶
等，在市场上也是风生水起，名头
盖过了株洲红茶。

翻看市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
2020年销售收入统计表，记者发现
排名第一的茶企也仅过8000万元，
大部分企业维持在2000万元左右，
12家企业年总销售收入为4.45亿元。
一对比，还不到湘茶集团的零头。

有情怀的茶人，想要奋起搏一
搏。从 2011年返乡创业至今，茶陵
人刘雪文一直在茶园里摸爬滚打，
从最初的 150亩荒地，到如今打造
标准化茶叶基地 950余亩、开发野
生茶面积3000余亩、建成两家标准
化茶叶加工厂，可越往后，他越发感
觉向前迈步“心有余而力不足”。

“想到周边流转土地，适合的
难找；想扩大加工建设用地，繁琐
的审批资料和手续让人却步。”刘
雪文坦言。

湖南思乡源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易思则说，没有广
告投入，就没法扩大品牌知名度、
提高市场占有率，进而制约企业
进一步发展，但联系发展实际，

“不得不将资金投入到生产设备
的改造升级上。”

种种迹象表明，株洲茶叶基
地分散、标准化程度偏低等，已是
不争的事实。根据市农业农村局
一份验收考核报表，今年我市要

新建高标准茶园 1.6 万亩，但反馈
结果显示符合标准的茶园仅 7300
余亩，其他多为农户零散种植，没
有形成良好的规模效应。

中药材产业同样面临品牌叫
不响、企业辐射弱的现状。

厚朴、栀子、钩藤、白芷等，是
我市种植的传统中药材品种。但
受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和种植效益
较低等因素影响，相关产品种植
面积不断萎缩，在省内没有具备
一定影响力的中药材品牌。“种一
亩中药材的成本，从 2500 元到 5
万元不等，如果市场不给力，到了
种植户手里就是烫手山芋。”一位
中药材种植大户说。

表面上看，株洲 18 家涉及中
医药产业链中生产与加工企业，按
理说对中药材原料需求大，但很多
原材料并不适合在株洲本地种植。

缺乏标杆企业，缺少拳头产
品，在一定程度上反噬着产业发
展，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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