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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劳务平台，各村还在谋划一件
“大事”。

去年起，万樟集团投资 2 亿元打造湾
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园后，位于
村中的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旧址
等红色资源被深度挖掘包装。目前，以故
事街为依托，一条涵盖红色文旅、餐饮、研
学等多种业态的体验式红色街区正在形
成。

“依托万樟集团的产品链，我们将投
资 400 万元打造红缨河谷、购物街和民宿
群作为补充，盘活村集体经济。”湾里村党
总支书记张陈生说。

跟张陈生一样，刘春平也在谋划如何
在茶博园进行特色产业配套。“6公里长的
茶旅大道贯穿黄河村，500 套民宿区距离
我村一公里，这些都是机遇。”刘春平说，
农业产业投入大，变现难，以前空有想法，
如今村企深度合作下，道路通了、信号通
了、游人进来，村民和村集体都看到了希
望。

经过一年运营，和吕村党总支书记尹
祥文也看到了藏在峡谷中的巨大商机。

“节假日都要提前一周预定，暑假期
间每天客来客往。”尹祥文说，和吕村位于
石峰仙山下原始次生林带，负氧离子含量
最高可达 10 万多个/立方厘米，是天然的
氧吧。目前，以避暑度假、精品民宿、户外
体验为一体的和吕度假村，已获评湖南省
第一批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村企携手，盘活村庄资源谋振兴，茶
陵的“花湖谷”里，一个个村庄品牌走进

“春天里”，正在加速成长。

酒瓶盛满佳酿 梦想不会遥远

城乡携手唱响“村歌”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军

“我最恋的家园，幸福的孙家湾。酒瓶盛满佳
酿，梦想不会遥远……”

3 月 30 日，欢快的旋律从村里广播传出，醴陵
孙家湾村的村民听到了属于自己的“村歌”——《最
恋是家园》。

发力文化振兴，邀请专业词曲创作者“助攻”，
孙家湾村联合驻村工作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城乡
携手推进的新思路。

一首“村歌”，凝聚村庄“精气神”
写“村歌”的主意，是市派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

队长陈继红的点子。
去年 5 月到岗后，陈继红发现孙家湾村产业

“家底”殷实，有大小民营企业 20 家，入选“全国四
大酒瓶器之乡”，还拥有“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等“国字号”招牌。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振兴，被陈
继红视为孙家湾村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力点，而一首
凝聚孙家湾精气神的“村歌”，在她看来，应该成为

“头炮”。她把想法与村党委书记叶海涛沟通后，立
即获得支持。

找谁创作词曲呢？
村里没专家，就去城里找。村“两委”与驻村工

作队商议后，邀请了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副主任、
国家一级作曲江晖，与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湖
南省音协会员郭若波来村采风，为村里量身打造

“村歌”。
江晖与乡村振兴的缘分匪浅。2019 年国庆，由

他作曲的《美丽乡村》曾被军乐团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盛典上奏响。去年 12月，他和郭若波去孙
家湾村采风，“深深被村里欣欣向荣的新农村风貌
所感染”。村里产业发展的兴旺、两任“村书记”接续
奋斗的故事、村文体广场火热建设的势头等，给了
他不少灵感。

双方多次座谈、交流后，《最恋是家园》的歌词
在今年 1月 23日定稿，融入了孙家湾村的诸多特色
元素与精神风貌。之后，江晖巧妙地将《思情鬼歌》
等醴陵民歌元素融入曲中，谱写了这首欢快动人、
朗朗上口的歌曲。演唱者也自带醴陵元素，青年女
歌唱家李思宇本身就是醴陵人。

3月 30日，孙家湾村将录制好“村歌”通过村广
播播放，也让村里的学校教学生演唱。“村民们听了
很振奋，很多人发微信或打电话和我说，歌曲写出
了村里特色，也适合传唱。”叶海涛笑着说。

一次“牵手”，探路城乡文化共建
实际上，孙家湾村与江晖、郭若波的“牵手”合

作，不止于《最恋是家园》歌曲本身。
江晖介绍，目前他正在请文艺志愿者将这首

“村歌”编成村民能跳的广场舞，也是前期考虑到这
一需要，他才在曲中融入欢快跃动的元素，便于村
民跟着旋律节奏舞动。

舞蹈编排好后，村民们将去翩翩起舞的地方，
就在江晖第一次来采风就赞叹不已的村文体广场。

“正在建设的广场上设置有舞台，从规模到硬件设
施等条件，都是我很少在村级广场见到的。”他说。

村级文体广场，是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携手
打造的全新文体休闲平台。

叶海涛介绍，去年 8 月，村里召开创建株洲市
“五好”乡村动员会，将村文体广场建设等工作提上
议程。之后，邀请株洲市规划专家来村调研，广泛听
取村民意见，决定将村后闲置的空地打造村文体广
场、公用停车场及农家休闲基地。其中村文体广场
包含文化长廊、乡村大舞台、标准篮球场等，可满足
村民多元化的文体休闲需求。

去年 11月，村文体广场建设开工，目前已初步
完成。有了这个平台，孙家湾村首届农民运动会、

“邻里节”等一系列文化品牌，也就拥有了全新的舞
台。

陈继红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其中就提到“创新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鼓励乡村开展
村歌、“村晚”等富有农味的文体活动。“现在回想，
我们做的这些事，与中央的要求高度契合，而且做
了融合城乡力量携手建设的探索。”她说。

江晖也提到，这并非他首次为村庄谱曲，2019
年他曾为渌口区朱亭镇浦湾谱写《浦湾之歌》，浦湾
村也被媒体称为“全市首个有村歌的村”。如何以专
业文化技能助力乡村振兴？“我也在做更深入的思
考。”江晖说。

携手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孙家湾村正在书写城
乡融合共建新故事。

引进专业力量 完善治理体系

蛟龙社区
成“社电共治”示范点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军 通讯员/朱朝阳）

春天草木生长，“纠缠”电线却是隐患。最近，云龙示范区
蛟龙社区携手电力部门开展“社电共治”，优化“末梢”服
务，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

“现在电工办事好扎实，接到反映故障的电话，他们
很快就会上门处理。”3月 29日，蛟龙社区 78岁的居民文
鹊珍笑着说。前些天，她家的几株果树被风刮得摇晃，一
度压到了电线。为此，她通过社区微信群找到云龙供电所
台区经理汪斌的电话，连夜致电寻求帮助。第二天，对方
就上门为其“砍青”，解决了问题。

据悉，3月初实施“社电共治”以来，电力工作人员已
为社区居民上门服务 28 次，以迅捷、高效的服务赢得社
区居民“点赞”。

蛟龙社区党委书记彭加丁介绍，与电力部门联合开
展“社电共治”后，电力部门的客户经理被拉进社区工作
微信群，一有需要，电力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双方能迅速
对接。社区也设置了专干，为有需要的居民办理登记、申
报等手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用电服务。“用电
更有保障、服务更加便捷、治理更显成效。”他说。

据了解，蛟龙社区的“社电共治”，是龙头铺街道办事
处与国网株洲城东供电支公司签约开展“社电共治 为民
服务”四级联动的其中一环。蛟龙社区拥有“全国文明村
镇”“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点”等“金字招牌”，具备良好的
推广基础，被挂牌为“社电共治”示范点。

引进专业力量助推乡村治理，蛟龙社区此前引入了集
智慧党建、信息发布、群防群治等功能的“5G数智乡村”管
理平台。彭加丁介绍，以“社电共治”为契机，社区正联合市
派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一起谋划，继续引进专业力量完善
治理体系，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为乡村振兴赋能。

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

兴塘村抢抓农时种丝瓜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通讯员/陈恳

“种苗时，注意要深挖浅种，一个穴种一两棵苗就够
了。”正是春耕好时节，荷塘区仙庾镇兴塘村一片忙碌的
春耕景象。该村的驻村工作队、支村两委、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志愿者、群众等 80余人正抢抓农时，种植丝瓜。

这片丝瓜基地将是今年该村集体经济的一笔“重要
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村镇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主
要靠村办企业，如石灰窑、小型机械厂、水泥厂、制砖厂、
片石厂等一批环境污染型企业，不仅会造成山林植被破
坏，村集体经济获得收入也有限。后来，各村纷纷转型，关
闭小煤窑、小水泥厂，摸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而农村可利用的土地，是村集体最宝贵的创业致富
资源。近两年来，仙庾镇党委引导各村以党组织牵头、党
员致富带头人和骨干群策群力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径，10个村分别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由村党组织书
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村党组
织提名推荐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层负责人，选配合适的经
营管理人员和发展带头人。

因地制宜，兴塘村选择将丝瓜作为村集体经济产业。
“这片土地之前是种子结构调整区，如今为了不荒废

耕地，我们开始种植丝瓜，除了丝瓜之外，还套种西瓜和
梨瓜。”兴塘村相关负责人刘晶表示，为此，他们主动对接
了市农科所，请对方提供丝瓜苗。据悉，今年是兴塘村发
展丝瓜产业的第一年，此次共种植 20 余亩，16000 余颗
苗。下一步，兴塘村将继续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关
键，进行丝瓜初加工，发展丝瓜络、丝瓜汁等产业，通过大
户带动，群众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群众收入。

兴塘村的党员干部与村民等下地种丝瓜。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摄

花湖谷和吕度假区内，70余套木屋别墅隐藏在峡谷和山林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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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王海艳

芳菲四月，茶陵“花湖谷”。山野之间，万亩杜
鹃、樱花红遍，连片紫薇拔节生长，花海中、茶园
里，飘荡着欢声笑语。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萧索荒山，片区内 21个
行政村藏在大山深处。如何盘活土地、红色记忆、
绿色生态等资源，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茶
陵“花湖谷”提供了村企联合，携手做好村庄经营
的经验探索。

在这里，湖南万樟集团持续耕耘 12 年，各村
因地制宜谋振兴，荒山逐渐苏醒，沉睡的资源被
盘活，一个个村庄品牌正蓄势“出圈”。

春天的茶陵县严塘镇黄河村，绿意渐浓。6000
余亩茶园内，黄金芽、安吉白茶等优质茶种陆续栽
种。6米多宽的茶旅景观大道已全线拉通，昔日的荒
山加速“换装”。

这一切，得益于万樟集团茶祖文化博览园（以下
简称茶博园）的规划建设。黄河村是茶博园的核心景
区，黄河村之外，严塘镇长江村、湾里村、和吕村及桃
坑乡双元村、上坪村和马溪村等地，都在茶博园范围
之内。

万樟集团董事长刘祖治介绍，茶博园茶叶基地
共计 2 万余亩，总投资 8.3 亿元。除高标准茶叶基地
外，茶博园还配有茶叶精加工中心、茶祖文化博览中
心，配套有精品民宿体系、原始村落景观、红军寨等
多种业态。

这一切，源于刘祖治的“两山”梦想。
刘祖治出生于茶陵县林业世家。早在 2010 年，

在省外做园林绿化工程的他，已积累上亿元资金。有

一次，他偶然经过严塘镇，看到一座座满目苍夷的荒
山，痛心不已。

深入了解才发现，因山林多数紧挨村庄，山火频
发，几十年来，很难成林。加上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荒
山面积不断扩大，留守村民没有收入来源而变成了
贫困村。

当年，他承包下 10 余万亩山林，以林苗一体化
打开荒山改造新思路。“比如种下 100 棵树，成苗后
卖掉 40棵，60棵留下成林。”刘祖治的这一思路，化
解了荒山改造的资金压力，更让 10余万亩荒山成了
他巨大的育苗宝库。

2013 年，他的造林版图扩大到 33 万亩，并规划
有名贵花卉及珍贵树种产业、油茶产业、茶叶产业、
优质水果产业等多个产业带。一个花海景区，在他心
中成形。

十年树木，荒山变绿，产业成熟，“万企兴万村”
的株洲样板初现成效。

目前，万樟集团打造了四个产业带：茶博园、大
花海、和吕度假区，以及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
文化园，且一二三产业已走向深入融合阶段。

这四个产业带，不仅打牢了荒山的绿色底子，解
决了周边 4000 余人的就业问题，更为油茶加工、茶
叶加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看第三产业，文旅潜力蓄势待发。春天的花湖谷
核心景区，游人如织。去年，景区共计接待游客 30余
万人；和吕度假区预定火爆；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
红色文化园已全面提质升级，今年“五一”就将开园；
茶博园茶旅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面向“十四五”，万樟集团定下了新目标：茶博
园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湾里湖桐花世界创建
国际旅游度假区、和吕石峰仙创建全国森林康养地
基等。

万樟集团一二三产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用工需求。据统计，该集团每年可带动当地农民
4000余人就业，发放工资数千万元。然而，随着茶博
园等新产业的拓展，用工需求再次上升，如何协调劳
动力？该集团决定在三个村试点成立劳务平台。

最近，严塘镇黄河村、湾里村、和吕村的村干部
有点忙。他们要在村民收工回来后，抓紧时间走村入
户，登记可用劳动力情况。

“以前我们收到企业用工需求，要向村组长转
达，村组长再去统计。新的用工平台搭建后，企业只
需在平台发布消息，农户自己就可报名。”黄河村党
总支书记刘春平说。

刘祖治说，劳务平台成立后，村集体将承担各
村劳动力的动态管理，不仅减少了公司的管理成
本，还可统一为农户购买保险，降低企业风险。同
时，该集团将按比例支付劳务公司管理经费，增加
村集体收入。

践行梦想，他让荒山变“宝库”

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村企共生共荣，
“一村一品”加速形成

正在不断变绿的荒山。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成姣兰 摄

春日暖阳中，附近村
民 在 花 湖 谷 核 心 景 区 补
栽植物。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
记者/成姣兰 摄

《最恋是家园》曲谱。（孙家湾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