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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谢嘉
通讯员/胡妮

春节将至，为营造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我市各地积极开展

“我们的节日——春节”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为群众“就地过年”
注入文明力量。近日，记者走进部
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感受
到年味渐浓、温情升温。

敬老礼手把手教老
人玩转手机

1 月 25 日，荷塘区月塘街道
石子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关爱老人”寒假手机公益课堂开
课了，2名年轻志愿者手把手帮助
10余名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76岁的老人谭辽芳学得格外
认真。“我不会发照片、不会用手
机付钱……”谭辽芳说，现在生活
越来越便利了，但不会用智能手
机却成为老年人的烦心事。课堂
上，志愿者用图文并茂和手把手
教学的形式，围绕最常用的智能
手机操作技巧进行细心讲解，包
括如何连接网络、使用微信、出示
健康码和行程码等。

现场，刘爷爷细心地把微信
视频聊天操作方法记在笔记本
上。“我晚上回去就和北京的孙女
视频。”刘爷爷说，这个寒假手机
公益课堂，是自己收到最实用的

春节礼物。
送长辈最好的新年礼物是什

么？70 岁的醴陵市均楚镇马奶奶
有着自己的答案。1月 26日，小年
时节气温骤降，志愿者退役老兵
龙建香等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人员李秧陪同下，来到马奶奶
家，送去了关怀和温暖，并对老人
致以节日的问候。“有人能来陪我
聊聊天，很开心。”马奶奶说。临走
前，志愿者一行还送上了食用油、
大米等慰问品。

成长礼让孩子们过
年更有意义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1月 25 日，天元区雷打
石镇老街社区举办了“关爱留守
儿童，新春送欢乐”为主题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寒假特别活动。

在文艺表演环节，孩子们上
台表演了唱歌、舞蹈、朗诵、吉他
演 奏 等 精 彩 节 目 。表 演 完 节 目
后 ，社 区 还 组 织 了 灯 笼 制 作 体
验，让孩子们开动脑筋，培养动
手 能 力 ，体 验 合 作 与 交 流 的 快
乐。11岁的留守儿童蔓蔓说，虽然
爸妈今年无法回来，但在这里，
她感受到了大家的关心、关爱，
收到了许多新年祝福，是一个美
好的回忆。

1 月 26 日，炎陵县妇联邀请
家庭教育专家在沔渡镇长江村开

展“如何有效地进行亲子沟通”家
庭教育知识讲座活动，40 余名家
长及学生参加。活动中，家庭教育
专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针对“家
庭教育中关于孩子的需求”等话
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在渌口区，乡村爱心联合会
和各爱心组织还开展了爱心助学
活动，为 17 名受助学生发放共计
1.84万元助学金。

年货礼文化惠民暖人心
1 月 27 日，醴陵市明月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赏画
过大年”文化惠民活动。此次展览
以颜色丰富多彩的年画为主，描
绘出新时代新美好生活图景，寓
意着来年红红火火，吸引了不少
居民前来观展和领取年画。

同一天，在天元区大湖塘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开展了
一场“迎新春·送春联”活动，为大
湖塘社区居民送来浓浓春意和祝
福。活动现场，天元区文化馆的书
法志愿者们现场书写了一副副苍
劲有力的春联。

节前这几天，是确保生产生
活安全的关键时期。为提高辖区
群众安全意识，增强防范应对各
类灾害的能力，炎陵县十都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多部门，组织
文明劝导，开展“敲门行动”，确保
人民群众平平安安过大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任
远） 临近春节，我市菜价不涨反降，
老百姓的菜篮子更加丰富。

肉价不到去年春节的一半
“去年过年的时候，猪肉一公斤卖

到了70元，今年一公斤只要26元。排骨
去年120元一公斤，今年只要44元一公
斤。”在多米新街市中建御山和苑店的
猪肉摊子前，市民李阿姨笑眯眯地将
一大块五花肉装进袋子里，今年猪肉
价格便宜，她买起来毫不“肉疼”了。

猪肉价格不断下跌，老百姓的
“菜篮子”拎起来更轻松。记者走访我
市多家农贸市场、超市发现，每公斤
猪肉价格大多在“2”字头。在步步高
超市内，前腿肉售价为 20.18元/公斤，
鲜猪后腿肉为 27.6元/公斤。“快过年
了，猪肉价格又降了一些，前阵子后
腿肉还要 30 元/公斤，最近只要 27.6
元/公斤了。”销售人员说。

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生猪价格
持续波动，9月份以前，生猪价格持续
低位运行，国内生猪均价最低达到 11
元/公斤。进入10月份，价格开始反弹，
到11月底，生猪价格一度达到18元/公
斤以上。但从 12 月份开始，行情再次
出现下跌，截至 2022年 1月 7日，国内
生猪均价为 15.4元/公斤，环比下跌接
近 15%，同比下跌超过 50%。

业内人士分析，猪肉价格持续下
降是由于去年初猪价大幅上涨，农户
的养猪积极性也随之飙升，散养户的
增加缓解了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的
局面；此外，国家贮备肉的大量投放
也使猪肉市场供应充足。从消费端来
看，春节前通常都是制作腊味以及集
中备货的猪肉消费旺季，但猪肉平均
零售价格在去年 10月跌至自 2019年
以来最低点，引发了市民提前腌腊以
及食品企业囤肉，导致了旺季消费需
求的分散和透支。

蔬菜价格亲民种类多

受天气影响，去年 10 月前后，我
市蔬菜价格一路走高。记者日前走访
时发现，目前我市市场上蔬菜价格已
跌回正常水平。

记者在市场上看到，价格亲民的
蔬菜还真不少：油麦菜 5.96元/公斤、
紫菜苔 4.96 元/公斤、白菜苔 5.96 元/
公斤、大上海青 5.36元/公斤、小芽白
5.96元/公斤……

市商务和粮食局每日监测的生
活必需品价格显示，1 月 27 日，芹菜
8.44元/公斤、生菜 7.49元/公斤、大白
菜 4.31元/公斤、冬瓜 3.98元/公斤。

“为保障春节期间市场供应，我
们加强货源组织，要求生活必需品保
供重点企业积极组织好货源，确保市场
上菜品供应充足，品类丰富，亲民的价
格也将让市民的年夜饭更‘接地气’。”
市商务和粮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张媛

“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持续低温，给株洲
带来的不全是冰冻湿冷，还有一剪寒梅。它迎风怒
放，香气怡人，我们不妨停下脚步，闻闻梅花香，期待
下一个丰收年！

天元园林环卫有限责任公司的王鸿艳说，在湘
江风光带天元大桥附近，成片的红梅正陆续盛开，散
发着迷人的香味。梅花对温度非常敏感，在开花期若
遇低温，开花时间会适当延后，但温度低花期就会延
长，今年湖南秋季干旱温暖给花芽分化提供了最好的
气候条件，冬季寒冷则使花期延长，花色也更鲜艳。

在石峰公园蔷薇园，有 10 余株腊梅和梅花分
布，每棵树直径在五六公分左右，分枝较多。在栗雨
湖公园、神农公园也有部分腊梅分布，虽然其体态

“娇小”，但光泽金黄剔透。在建设路中心广场往南有
一片近 200 米腊梅绿化带，是株洲市区腊梅分布最
多的地方。

“疏林冻水熬寒月，唯见一株在唤春。”腊梅先花
后叶，迎霜傲雪，岁首冲寒而开，久放不凋。忙碌的您
千万不要错过春节期间城市里这份惹人心醉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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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
日——春节”系
列 志 愿 服 务 活
动，为新年增添
浓浓“年味”。

通讯员 供图

《《
菜价降了！春节“菜篮子”拎起来更轻松

春节赏梅 这几个地方值得一去

市民在湘江风光带天元大桥附近拍红梅。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张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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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乘“云”而上：
安化黑茶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

除了好山好水，安化县还产好茶。茶产业是安化
的支柱产业，据称全县 103万人口有 36万从事与茶有
关的行业，安化黑茶更是名声在外。

随着时代的变迁，网购和直播改变着人们的消费
方式，安化黑茶也在拓展产业发展新思路，通过“互联
网+”以及利用社群电商等方式，不断“开疆拓土”演绎
新故事。

在安化县裕通永老茶行，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如
今成为茶类电商直播基地。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理
事长向懿说，这里仓储物流中心、质检中心、培训中心
等配套齐全，是安化推动茶叶与互联网融合的新基
地，2020年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直播 3000余场次。

此前的 2017 年，安化县离岸孵化器在长沙的 58
众创正式成立，成为国内首个黑茶产业离岸孵化器。9
家安化新锐互联网茶企集体入驻，“互联网+黑茶”，力
推安化黑茶产业在新时代腾飞。

近年来，安化县大胆拥抱新科技，产业链引入 5G、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通过新基建让

“千年产业”迭代升级，激活安化黑茶发展的“兴奋
点”。

运用互联网新技术搭建“云”卖场，将传统安化黑
茶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可谓“中国黑茶之乡”安化乡
村振兴的探索。

【经验】拥抱科技，为茶产业赋能

虽说没有安化黑茶的知名度，但株洲的茶产业也
有自身优势。

株洲处在北纬 25 至 30 度，是黄金产茶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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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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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祖·三湘红”“洣溪茗
峰”等一批茶叶品牌脱颖而出。

促进株洲茶产业升级，安化黑茶的上“云”之路，
值得学习。

走读益阳“新山乡巨变”，株洲能学啥？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军

“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
汤。”小说《山乡巨变》开头，“面胡”盛
佑亭偶遇干部邓秀梅，攀谈间如此自
嘲。当时，他挑着竹子去卖，打算“换
点油盐”。小说里，时间是1955年。

60 多年后，在小说创作原型地
——益阳市清溪村，又发生了怎样的
故事？

日前，全省“新春走基层·益阳
行”集中采访举行，50余家媒体的记
者齐聚，先后去到益阳高新区清溪
村、安化县等地，寻访新时代“山乡巨
变”。

采访期间，扑面是富足火热的生
活、振兴乡村的活力：开发名人 IP，续
写“山乡巨变”新篇章；深化三产融
合，让农产品“身价”倍增……

走读益阳“新山乡巨变”，株洲也
可借鉴经验，发力乡村振兴。

走访清溪村时，记者买了一本
《山乡巨变》，翻阅书中故事，对照当
下发展。

一些细节令人触动。在印象广
场等景点，记者发现《山乡巨变》里
的元素得到细致呈现，比如，书里写
到的方言，用牌子进行了普通话“翻
译”；书中的场景，用壁画与铜像等
方式立体展现。此外，当代作家作品

签 名 本 珍 藏 馆 等 发 散 性 的 开 发 方
式，让人深受启发。

反观株洲，挖掘名人 IP 的做法
也有，但对名人作品及周边资料的
研究不尽细致，呈现方式上虽然借
助了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但“一
菜多吃”的发散性思维较为缺乏，深
挖功夫还需更加扎实。

无论是小龙虾、还是油菜花，
在谢林港镇几乎可以做到“吃干
榨尽”，最大程度地提升产品附加
值。

背后原因在于，当地打造了
小龙虾及油菜花产业的“全产业
链”，而且打造方式也值得借鉴。

比如，小龙虾产业链的完善，
依托的是招引优质项目、引进龙
头企业强势带动，全方位覆盖种
苗选育、农田养殖、饲料、加工、销
售、产品研发等全过程。对于油菜
花，借助的是与高校科研力量的
合作。

在安化黑茶旗舰店，主播正在直播带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军 摄

核心提示

今昔对比，2008
年的清溪村。
益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如今的清溪村如今的清溪村。。益阳市委宣传部供图益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走访】三产融合：小龙虾、油菜花“全产业链”发力

清溪村有看点，“泛清溪”发
展思路更打开了乡村产业发展的
想象空间。

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党委书
记曾逸文说，以清溪村为核心，该
镇拟联动北峰垸、谢林港村等周
边五村同步开启乡村振兴建设，
规划上形成“一轴两核五廊六村”
的“泛清溪”发展格局，“着力打造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行区、乡村
振兴的样板地。”

在北峰垸村，国联（益阳）小
龙虾种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流
转田地 2100 亩进行稻虾共养，计
划将其打造成良种选育加健康养
殖为一体的综合性、标准化示范
基地。

产业链下游，国联（益阳）食
品有限公司则以加工、食品研发
及销售，将小龙虾变成小龙虾汉
堡、小龙虾披萨等推向市场，风靡
全国。通过国联水产合作伙伴天
猫超市、沃尔玛等众多餐饮、电
商、商超，小龙虾还能漂洋过海。

置身该公司标准化生产车
间，可看到世界先进的智能化、信
息化生产技术及设备。公司总经
理张敏奇介绍，2019 年 4 月公司
项目一期正式投产，当年小龙虾
实现营收约 2.7 亿元，同比增长
100%以上。2021 年，公司生产小
龙虾约 8000吨，今年预计生产小
龙虾 12000 吨，解决 1700 人的就
业。

而在谢林港村，记者走访的
是 稻 油 轮 作 示 范 基 地 ，面 积 约
1200 亩，主要种植湖南农业大学
官春云院士培育的高油酸油菜品
种“湘油 708”，是油、菜两用型品
种。

“在这里，油菜花三个字就可
以对应三产融合。”曾逸文说，油
菜苔可以吃，富含钙元素等营养
元素，口感也清爽不涩；高油酸菜
籽可榨油，是优质食用植物油；花
开之时，又可以策划“油菜花节”
等乡村旅游项目，“初步形成了全
产业链，一条龙服务到位。”

【经验】围绕农产品延链补链，“吃干榨尽”

【走访】山乡巨变：从“纸上”落到“地上”

有两个“清溪村”：一个在小说
《山乡巨变》里，一个在当下。

小说里的清溪乡，贫困而冷清，
进村走泥土路，村干部开会点油灯，
夜里山野灰黯，只有坝里的流水声
打破寂静。而当下，道路宽敞整洁，
两三层的楼房随处可见，入夜后的
清溪国潮年货节，红灯笼密密匝匝，
人潮熙熙攘攘，欢声笑语阵阵传来
……

清溪村是著名作家、乡土文学
巨匠周立波的故居所在地，也是他
的小说《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的
创作背景地。

“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
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
花园……到时候，请你回来赏香花、
尝果子。”在《山乡巨变》里，周立波
如此写道。

如今，周立波的后人亲见“山乡
巨变”，并投身新篇章的书写。

周立波的堂侄、年过七旬的周
宾兴感慨：“高铁修到屋门口，柏油
路通到农家院，茅草屋变成栋栋楼
房、别墅。家家户户都有了小花园。”

周宾兴的女儿周琴、女婿周辉，
则投身续写新的“山乡巨变”。2019
年，夫妻俩返乡投资近 1000万元，创
办了农家乐清溪壹号，当起了带领
村民致富的“领头雁”。

清溪村的巨变，得益于高屋建
瓴的科学规划与整体开发。

“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智慧乡村
展示平台、田园养生体验基地”，这
是清溪村的发展定位。清溪村党总
支书记贺志昂介绍，2018年以来，清
溪村启动提质改造，目前已打造印
象广场、连环画长廊、清溪荷塘、立
波梨园等 14个景点，开发了精品民
宿、清溪剧院等优质旅游项目。

乡村变美，村民变富。如今，年
接 待 游 客 达 60 万 人 次 以 上 。2020
年，村集体经济资产达 3000余万元，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2万余元。

下一步，清溪村将持续开发，建
设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签名本珍藏
馆、山乡巨变陈列馆等工程，促进生
态、人文、产业等要素融合发展，形
成“互联网+旅游+文化+康养”的完整
新型业态链。

【经验】挖掘开发名人 IP，功夫要做细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