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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只土鸡“免费”为200亩桃林除草除虫

借势悄然兴起的“采摘游”，力促农旅融合

2000多只鸡与7000多株桃树
“喜结良缘”结出硕果累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王思琦

“这些桃树下散养的土鸡，犹如免费请来的特殊‘工人’，
能帮我在桃林里除草、除虫，还不要付工资！”4月6日，天元
区三门镇株木村的唐术仓告诉记者。200亩的桃树林下2000
多只土鸡，有的悠闲散步，有的低头觅食，还有刚下完蛋的母
鸡，把脖子伸得老高，发出嘹亮的“咯咯咯”。

▲桃树林下的虫草桃花鸡。记者/杨如 摄

“这个季节，2000多只虫草桃花鸡，每天可下六七百个鸡蛋。”记者看到
这些在林下活动的鸡，黄的，黑的，花的，颜色多样，鸡毛颜色鲜亮，精神饱
满。原来，它们吃的是虫子、杂草、玉米，喝的是地下天然的泉水，住的是百亩
桃林。如此条件下，自然长得极好。

唐术仓还介绍，基地养殖的虫草桃花鸡，经过精心孵化、选育、提纯、复壮
等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散养，生长周期在240天以上。所以，这些鸡
的口感脆嫩，汤汁鲜美，营养丰富，很受食客欢迎，售价也不贵，鸡35元一斤，
鸡蛋15元一斤。

与土鸡畅销相得益彰的是，由于桃园里养了鸡，增加了桃林土壤中的有
机质含量，肥力提高，同时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鲜桃甜度更高，品质
也大大提升。

尝到了林下经济的甜头后，今年，唐术仓计划再引进1万只鸡，新建四五
个鸡棚，不断扩大规模。

林下经济有“钱”景，今年将再引进1万只鸡

去年1月，唐术仓与人合伙成立株洲市小山河特色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按
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科技”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特色种养业。目前，该合
作社的种养基地有500多亩，包含锦绣黄桃、太空湘莲、虫草桃花鸡等农产品。

200亩桃花基地里，唐术仓看着7000多株日渐长大的桃树，萌生了发展
林下经济的念头。为充分利用桃林下的土地，去年3月，他往桃林里放了500
多只土鸡。

唐术仓发现，这些鸡每天在桃园里“不辞辛苦”地除草、除虫，是“免费”的
劳动力，既利用了现有的土地，还能增加一笔额外收入。”唐术仓说起这充满

“钱”景的林下经济，喜悦溢于言表。后来，他又分批次放了1500多只鸡。唐
术仓给这些鸡取名为“虫草桃花鸡”，“因为它们都是吃虫、草长大的。”

闲置土地用起来 村民腰包鼓起来
玉泉村发展四季水果种植，年产值近五百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果农与企业合作，推出新产品桑葚豆腐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4月6日下午，在芦淞区白关镇玉泉村，村民袁丙义在自家果园里修剪桑葚枝叶。今年
是他成为果农的第6个年头，从一开始试着种点柑橘一年收入几千元，到现在扩种了无花果、桑葚、阳光玫瑰葡萄、黄
金贡柚，袁丙义的种植面积扩大到40亩。而如今的玉泉村，不管是房前屋后，还是河边山脚，到处都是成片的果树林。

▲4月6日，玉泉村村民袁丙义在打理果园。记者/杨凌凌 摄

“我们将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四季水果，并借势悄然兴起
的‘采摘游’，力促农旅融合，使农村有景可看、农业有事可干、农民有钱可
赚。”玉泉村村支书易建辉介绍说。

具体而言，未来两年，玉泉村的水果种植面积规划扩大1000亩。以专业
合作社为中心点，建成第一批采摘示范片区。成立玉泉四季水果协会。以无
花果种植为龙头，树立无花果种植基地品牌；以葡萄、火龙果、柑橘等为基础，
扩大经济价值，提升市场占有率，广开销路。

不仅如此，村里规划建成游客集散中心，以完善村部内部游客服务功
能。打造村部前坪活动广场、村部后坪游乐公园及花海公园，以关口山河为
中心线，建设第一条观光线路。

实际上，袁丙义种果树背后的成功实践，正是玉泉村推动传统农
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之一。

打造“水果之村”，玉泉村不单单只有桑葚。记者获悉，在这里，
春季唱主角的是桑葚，到了夏天就是火龙果。“村里种植的火龙果不
仅果实大、皮薄肉厚，而且味甜多汁，采摘期也特别长。”九、十月份是
无花果和阳光玫瑰葡萄，到了冬季，就有“红美人”柑橘和黄金贡柚。

围绕水果产业发展势头，在村支两委的鼓励和支持下，玉泉村充
分利用抖音、云端等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推广和销售，吸引更多游客
进村采摘、游玩、购买，围绕特色物产开展更多的创新，成为玉泉村产
业振兴的重要思路。

一年四季都种植水果，村民的时间、闲置的土地都被利用起来，
也使得玉泉村人腰包变鼓了，洋溢在脸上的笑容如春光般明媚。

记者了解到，以合作社为引领，不断调优产业结构，发展四季水
果种植，经过8年的发展培育，玉泉村已有各类瓜果合作社10多家，
全村特色种植面积达430亩，年产值近五百万元。

不断调优产业结构，发展四季水果种植

玉泉村位于芦淞区白关镇东南部，从河西枫溪大桥入口出发，经
南环线、千亿大道等主路，驱车20分钟就可到村部，交通便利。

“我的桑葚不打农药，都是自然成熟，再过一阵子，还能吃到桑葚
豆腐……”说起这些，袁丙义兴奋又自豪。

袁丙义说的桑葚豆腐，是他今年准备和芦淞区豆制品加工龙头
企业“苗妹子”合作的一款新产品。

桑葚豆腐由桑葚果与黄豆混合制成，兼具豆制品的醇香风味和
桑葚的浓郁果香，在市场上具有广阔的销售前景。“我们可能是最早
一批尝试制作这种豆腐的。”袁丙义说。

袁丙义当果农已有 6 年，一开始试着种点柑橘，一年收入几千
元，到后来靠种其他水果赚了点钱，他又通过在村里流转土地，陆续
种起了桑葚、阳光玫瑰葡萄等水果，种植面积扩大到40亩，一年的经
济效益最高能有十几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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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 细胞疗法是
世界上率先经由严谨
科学验证可以显著逆
转衰老、延长寿命的革
命性突破。其抑制衰
老作用，于2014年由哈

佛大学的大卫·辛克莱尔实验室初步发
现，并在2016-2018年间由哈佛医学院、
华盛顿大学、日本应庆大学等世界项尖科
研机构，分别从提升体能、抑制衰老引起

的认知能力下降、逆转血管死亡、保护心脑
血管功能等多角度全方位证实其抑制衰
老，延长寿命的显著效果。

2022年，NMN普及年！生产厂家
在全国开展符合条件者免费领取6个月
用量的公益活动，每人申领一年用量，实
名制登记，全国仅限6000名。

NMN震撼问世 免费领取6个月用量
年老体弱者 来电申领

成立半年已有志愿者1311名

4 月 4 日，阳光里有了初夏的灼热。在株
洲与湘潭交界处的外省人员回株检测点，郭春
桃已经穿着防护服8个小时。

这段时间，天元区设立多处检测点，守护
株洲“西大门”，郭春桃和“马上帮帮团”30余名
志愿者报了名。她负责引导下车人员出示健
康码的工作。

与郭春桃一样，刘曼洋也是帮帮团的成
员，她牵头创立了为孤寡老人提供“爱心敲门
餐”的志愿服务，为老人们做饭、陪聊，半年来，
服务10余人次。

“从刚开始创办时的几个人，到现在义工
已经发展到1311人，最小的志愿者才12岁，年
龄最大的有65岁。”“马上帮帮团”的负责人刘
赛说，在这个队伍里，有学生、公务员、教师等
各行各业人士。在街道的帮助下，提供扶老、
助困等志愿服务，并形成“爱心敲门餐”等志愿
服务品牌。

温暖是他们的志愿底色

在“马上帮帮团”的微信群里，写着这样一
条群消息——温暖、传递。

作为第一批入团成员，刘曼洋十分赞同
“温暖是可以相互传递的”，在她看来，不仅是
身边的志愿者朋友，与帮助过的对象也会成为
家人。

刘曼洋最深的感触是，80多岁的孤寡老人
刘文贵，独自生活，生活条件极其艰辛。“老人
家里很简陋，冬天风一吹，屋子里冷得不能住
人。”刘曼洋形容第一次拜访的场景。

这一年，老人的屋子里渐渐暖了。志愿者
帮老人修好了窗户、也温暖了老人的心。过年
陪老人吃饭聊天、打扫卫生成为志愿者们与刘
文贵相处的日常。今年小年夜，团队里20余人
来到刘文贵家里，贴红对联，并准备了丰盛的
菜肴，陪老人过了一个暖心的新年。

抱着“温暖”的初衷，“马上帮帮团”的志愿
服务越来越广。他们这样谋划未来——将助
力基层自治，链接高校资源，服务园区企业，并
形成“爱心敲门餐”“夜话家常”等志愿服务品
牌，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过程中，
打造出“马上帮帮团+”的示范样本。

暖心！
核酸检测送上门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郭青云）“孩子刚做完手术，不能
出门，社区特意为我们申请上门核酸检
测服务，太感谢你们了！”4 月 7 日，石峰
区蒋女士对该区疾控中心的暖心服务连
连表示感谢。

家住湘氮二区19栋的蒋女士一家三
口从南京儿童医院返回株洲，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他们一家三口需要自行去做5
次核酸检测。由于蒋女士刚一岁半的孩
子患有第一、二腮弓发育不良，刚在南京
儿童医院刚做完手术，耳后还戴着支架
出院，3 个月后才能取支架。期间，医生
叮嘱不能出门，蒋女士要照顾小孩，无法
自行去做核酸检测。

考虑到蒋女士家的特殊情况，杨古
老社区网格长王文华迅速对接街道、疾
控中心，请求安排调派医护人员为蒋女
士一家三口上门做核酸检测。“面对特殊
的群体，应为其排忧解难，给予更多关
爱，让疫情防控工作更贴心、更温暖。”王
文华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昕吾
通讯员/陈容）“疫情好了后，我再去医院看不
穿防护服的你们，给你们拍照。”前天，居家隔
离的邓娭毑接受社区医院“大白”们登门采集
核酸时说道。今年 3 月以来，基层“大白”频
繁登楼，穿梭在社区的角落街巷，为居家隔离
人员采集核酸、环境消杀，成为百姓身边最熟
悉的陌生人。

邓娭毑家住天元区小湖塘社区，今年 84
岁，解除居家隔离后，她还需要自行监测健康
状况，其中要求她自行前往核酸采样点做核
酸检测，不能乘坐公共交通。这可难坏了老
人，步行太远，又没有私家车。知悉老人的情
况后，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白”
谢丽菊工作之余，上门为老人服务。

“我们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在能力
范围内为他们提供方便，应该的嘛！”谢丽菊
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门诊护士，今年3
月以来，她和同事两人搭配成“采样组”，登门
为 250 余名居家隔离人员、密接人员进行超
27000 余次的核酸采样和环境消杀工作，最
忙的时候，一天要跑30多户人家。

“有时候在嵩山路这边小湖塘社区采集
完，又要马上跑到美的城佳美社区的居民家
去采样，路程很远，时间紧迫。”穿着防护服在
楼道间来回穿梭，已成谢丽菊的常态。让她
觉得欣慰的是，居民们都十分配合他们的工
作，采集完总是说着感谢的话。由于大数据
分配密接人员信息是24小时制，谢丽菊和同
事们直接睡在办公室里，凌晨 2 点接到密接
人员信息，也必须穿上防护服，带足消毒设
备，前往居民家中采集核酸，并将居民送到集
中隔离点。

“我自己的孩子都没法管了，周末只能在
同学家度过，或者点外卖。”谢丽菊和丈夫都
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疫情发生以来，他们随
时待命，放弃假期，值守岗位。

因此，“大白”们的守护换来了居民的感
谢与支持，邓娭毑说：“两年前疫情初期，我看
到他们就觉得紧张、害怕，但现在，每天在阳
台上看到他们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有他们
在，我们很安全。”

消除危树隐患
还居民安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居民的小事当做大事办。”近日，石峰区
株化生活区几位居民给井墈社区网格员
送来一面锦旗。

前不久，井墈社区网格员何春兰、戴
登和几位志愿者了解到，株化生活四区
护坡上有一棵倾斜生长的苦栗树，根部
已腐烂，随时有可能倒塌，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为此，80 岁高龄的居民郑先银
写申请书，请求网格员协同相关部门处
理。

了解到居民诉求后，网格员与石峰
区城管局沟通后，决定清理这棵危树。
但在施工期间，遭到个别居民的反对，有
人担心砍树会破坏小区绿化环境。在网
格员、志愿者耐心细致协调后，最终成功
处置危树，解除了安全隐患。

“这样的小事情，还有很多。”郑先银
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热心的网格员、志愿
者等一起共同参与小区疫情防控、社会
治理，才真正做到了小问题、小纠纷、小
矛盾化解在网格。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井
墈社区网格长刘星彤说，一面锦旗就是
一份认可，今后他们将继续为大家办实
事、办好事，无愧于大家的信任。

马上帮帮团：用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实习
生/张佩瑶）他们是一群热心肠，也是居民身边
的“小暖炉”。

他们组成一个名叫“马上帮帮团”的志愿
服务团队，走访困难群众、陪护孤寡老人……8
个月来，在天元区马家河街道，他们通过定期
志愿者服务，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有“大白”的守护
我们不怕

▲志愿者郭春桃（左）仔细核对来株人员
的身份信息。通讯员供图

▲“大白”登门采集核酸。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