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小区无物管
党员当起“管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自从党员挑起了小区‘管家人’
的担子后，楼顶护栏安全隐患解决了，
下水道集资维修后再也不堵了，卫生
环境也越来越好。”1 月 14 日，家住石
峰区响石岭街道二汽运小区熊阿姨与
记者说起小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二汽运小区始建于2002年，是原
二汽运公司的员工生活区，后来，公司
破产改制，就变成了无人管理老旧小
区。随着小区基础设施的老化，下
水道堵塞、护栏腐蚀等大问题越来
越突出。

如何解决难题？2020 年 10 月，
以党员郝丽君、单培森等业主牵头，筹
备成立了小区首届居民自治委员会。
当时，石峰区正积极推进小区党支部
建设工作，在街道、社区的支持下，二
汽运小区与毗邻的佳信、湘水壹号等
几个小区共同成立佳信小区党支部，
由二汽运小区业委会主任郝丽君担任
小区党支部书记。

小区业委会及小区党支部的成
立，让这个无人管理的老旧小区有了

“管家人”。
党员与网格员一起上门，做通楼

顶种菜户的思想工作，促使整治工作
顺利进行。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电话排查、登
记报备、防疫宣传、重点人员管控、小
区值守、核酸检测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社区工作人员非常忙碌，分身无术。
小区党员及业委会成员自发组成志愿
队，协助进行值守、核酸检测等工作，
获得了居民点赞。

由于时间较久，小区楼顶的护栏
已腐蚀生锈，随时可能掉落。在社区
的支持下，2021 年11 月，由业委会牵
头，利用惠民资金对护栏全部进行更
新。小区下水道堵塞问题，也在区城
管局的帮助下，顺利解决。

“以前住在这里感觉很糟心，只想
着尽快搬离，现在大家一起其乐融融，
不比新小区差。”小区居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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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株洲经开区云
田镇菖塘社区居民唐群辉提着
一扎废纸盒，来到社区垃圾分
拣回收中心，分拣回收员按社
区相关积分计奖规定，奖给唐
群辉10个衣架。

去年起，菖塘社区全面推
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
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四员”治
理机制，即垃圾收集员、分拣
员、宣传员、督导员齐抓共管。

同时，社区新建 1 个可回收垃
圾分拣中心和 4 个垃圾投放
亭，为每户居民家配备两个垃
圾桶，动员社区居民生活垃圾
实行分类投放，并实施积分计
奖。去年，菖塘社区分拣可回
收垃圾2800余公斤，有50余户
居民得到积分物质奖励。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谭晓宁 摄影
报道）

垃圾分类 积分兑奖

厨师改行成新农人
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1 月 13 日中午，冬
日暖阳照在绿油油的
菜地上。“80后”罗耀荣
正埋头在菜地里劳作，
脚上的雨靴满是泥巴。

原是厨师的他，从
2017 年开始成为一名
新农人。他和妻子一
起成立了株洲润泽种
养专业合作社，在群丰
镇石塘社区流转120多
亩土地，养殖黑山羊、土
鸡、鹅、小龙虾、鲈鱼、翘
嘴鱼、黄鸭叫等，还种
植沃柑、砂糖橘及各种
果蔬。现在，这里的鱼
虾、羊肉、鸡蛋和绿色
有机果蔬，源源不断流
向株洲市民的餐桌。

零基础学种植和养殖，当起了新农人

在罗耀荣50多亩的果蔬基地
里，红菜苔、白菜苔、包菜等当季蔬
菜长势旺盛；饱满多汁的沃柑和砂
糖橘挂在枝头。养殖区有 700 多
只土鸡、100 多只鹅争抢菜叶、玉
米。不远处，30 多只黑山羊正低
头吃草。

1980年出生的罗耀荣本是一
名厨师，后来在企业做过后勤管
理。在同学的邀请下，他投身农

业，成为一名新农人。
“我之前只会炒菜，却没有种

过菜，养鱼养虾更没有经验，可以
说是从零基础学起。”罗耀荣先在
手机里学习，慢慢摸索，再去湘潭
等地考察，掌握鱼虾养殖技巧。

“入门后才知道，其实种植、养
殖的技术含量很高。”罗耀荣告知
记者，很多人以为小龙虾容易养，
有水就行，其实不然。

最开始养殖小龙虾，产量每亩
不足 100 斤，通过不断摸索，目前
提升到每亩 300 多斤，40 多亩的
小龙虾养殖基地，主要供应到长期
合作的餐厅。

“我们这里的黑山羊，都是只
让吃草，不喂饲料。”罗耀荣说，快
过年了，欢迎需要购买正宗黑山羊
的朋友联系他，可现宰现卖，也可
送货到家。

曾经想建共享农场，失败后不改初衷

“刚开始，我是想建一个共享
农场，邀请城里人到这里租一块
地，出资一两千块，我们帮助种植、
养殖。但是行不通，外面的人没有
时间经常来这里。“罗耀荣说。

虽然最初的探索没有取得成

功，但罗耀荣和妻子并没有后悔，而
是全身心投入进去，开始有机蔬菜种
植，还种植沃柑、砂糖橘、黄桃等水
果。去年疫情期间，罗耀荣曾经为
抗疫一线人员捐赠了2000斤蔬菜。

现在有六七家餐饮店跟罗耀

荣合作。每天一早，他就根据这些
餐饮店的报单数，把新鲜采摘的有
机果蔬送过去。天气好的时候，蔬
菜长势旺盛，合作的商家有限，很
多蔬菜不能及时销售出去，他渴望
能拓展更多的销售渠道。

希望能闯出种养销发展新路径

谈到未来的发展和盈利方向，
罗耀荣说：“搞农业周期长、回报
慢，有一点收入后，又全部投到土
里去了。”他大概算了一下，目前每
个月毛收入四五万元，除去人工成
本和租金，剩下的部分利润，又继
续投进去了。

“天元区搞种植的比较多，菜

价便宜。我们这里的蔬菜，送出去
一般是两三块钱一斤，白萝卜才一
块钱一斤。”罗耀荣无奈地说。

对罗耀荣来说，他还有一个梦
想，就是想建一个餐厅，把自己种
植和养殖的这些农产品，放进这个
餐厅，实现从种养到餐桌的“一条
龙”。但是，这里是长株潭生态绿

心地区，除生态建设、景观保护建
设、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当地农
村居民住宅建设外，不能进行其他
项目建设。

未来的路，他仍在思考中。他
坚定自己会继续走下去，探索乡村
振兴的新路径，同时也希望获得相
关政策扶持。

▲罗耀荣种植的沃柑。 记者/杨如 摄

▲改造楼顶生锈的护栏。 通讯员供图

36 年前，手艺人胡华带着一身行头
由蜀入湘，只为多赚得那一块五毛钱。
岁月如梭，如今年过半百的他，已把湖南
当成第二故乡。

胡华来自四川广安，1983 年高中毕
业后，听从父亲的建议学了弹棉花这门
手艺。从此，一把弹弓、一块磨盘成了他
最知心的“朋友”，一起走遍四方。

最初，他在怀化的靖州、会同和贵州
的黔东南一带上门弹棉被。“上世纪八十
年代，在四川弹一床棉被只要三块五毛
钱，但是在湖南、贵州这边却能收到五块
钱。”胡华说。

“当时机械化生产还未兴起，手艺人
在农村很吃香，家家需要弹被子，在谁家
做事，就在谁家吃住。”胡华回忆，那时电
视还没有普及，到了晚上，大家就围在火
塘旁谈天说地，非常有味。

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间
来到九十年代，在家里的催促下，胡华不
得不回到四川老家，相亲、结婚、生子。

在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后，胡华又带着
爱人远赴长沙，最后辗转来到株洲，

这一待就是20多年。
“最初，弹棉被都是在街头
巷尾，今天在东头弹，明天
在西边吆喝，就像流浪的
艺人。”厌倦了漂泊生活
的胡华，十多年前决定在
株洲落个“户”，位置就选
在嵩山路。

如今，弹棉花的声声
弦响渐渐成了历史的袅袅

余音。看着店铺里新增的
棉花加工机床，胡华再次摸

了摸那把老弹弓。他说，再干
十年就退休，想去成都儿子那

享享清福。

▲细心的胡华看到爱人的帽子歪了，立刻上去帮忙戴正。

▲以前的手工弹已经换成了机器拉丝。

▲胡华说，妻子和他是工作上的“黄金搭档”。

▲给棉絮缝制纱布。

▲现在还保留着手工拉线这道工序。

▲胡华把机器打好的棉花铺成棉被状。

▲胡华经常用手机拍短视频发到网上，
为自己赢得了很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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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的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