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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驻村日记

共同富裕路上，胡建要做的还有
很多。

作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为增加景区看点，胡建打算再投资
5000万元，在景区内修建玻璃桥、泡
温泉场所。同时，村里的基础设施也
将进一步完善，提高接待水平。

“我们的一线服务人员统一着
装、统一服务程序、统一服务标准，并
且每年还组织开展了各岗位专业技
能培训，以此提高景区工作人员的专
业素质和技能，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

公共文化服务。”清水湾畔景区执行
总经理荣江浩告诉记者，景区的游客
投诉接待率、游客提问解答率、投诉
调查处理率均达到 100%，游客满意
度达到 95%以上。2021 年，全年游客
安全事故为 0，造成不良影响的治安
事件发生率为 0。

“‘台子’搭好后，‘戏’还得专业人
士来‘唱’。”胡建告诉记者，乡村旅游
是个专业且系统的工程，为实现持续
发展，待景区建设完成后，他将聘请专
业团队来负责景区的运营与管理。

发力村庄经营
卧龙村打响“新算盘”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军
通讯员/蒋晨凯

“村庄经营”，这是乡村振兴的一大热词，也是
茶陵卧龙村正在实践的探索。

卧龙村位于茶陵县北，接壤江西莲花县。春
风拂过，总面积 27平方公里的村庄，八成以上是
郁郁葱葱的山林。

乡村振兴拉开序幕以来，卧龙村坚持经营
理念，多方挖掘并盘活“三农”资源，助推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带来振兴新气象。

引进社会资本，释放“两山”效应
“这真是一块宝地。”去年 5 月，市派驻卧龙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到岗，面对秀美的山水，大家
一致如此慨叹。

展现在大家眼前的卧龙村，经过多年开发已摘
获“中国最美乡村”等荣誉，被认定为国家 3A 级景区。
村内有茶陵最高山峰泰和仙山，卧龙山沟贯穿全村四季
泉水潺流，发展乡村旅游的底子扎实。

到岗后，工作队队长、市民政局二级调研员袁桂雄，带着
大家对村里资源进行全面摸底。之后，和村“两委”携手对村庄经
营的方向进行了总体定位：做好乡村旅游文章，吸引游客到卧龙
来“赏景、养心、避暑、研学”，并制定了相关规划布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桂雄说，打好卧龙村的村庄经营
算盘，“两山”理念是指引，而经营盘活是方法论。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团队运营。”在袁桂雄看来，这是经营
村庄的一个重要原则。无论是做热村里的乡村旅游，还是开发康
养项目等，他都积极向外奔走，试图引进专业公司与社会资本进
行运营。

驻村至今，袁桂雄 10多次去到长沙等地拜访相关企业，邀请
对方来考察调研，一起合作开发项目。他戏称自己是卧龙村的“推
销员”。

去年 10月，袁桂雄和工作队发现，山上毛栗子树多，或许具备
开发价值，于是邀请湖南孝德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来村考察。
对方一来，却更看好卧龙的野生茶树，并很快叫上朋友来卧龙调
研。

一番接洽与协商，湖南顺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卧龙村
流转万亩山地，投资建设“中茶贡品茶厂”，并于 4月 10日正式揭
牌。

茶厂运营后，卧龙村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里及周边村近 200
名村民通过采茶增收。“采不采茶自己安排，也不耽误种地，采一
天就有一两百元的收入。”村民陈元妹笑着说。

通过邀请专业的公司前来考察，卧龙村的更多资源得到了发
掘。卧龙村党总支书记陈强说，茶厂引进后，专家在山上又发现了
丰富的木姜叶柯，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很有开发价值，目前正在
湖南省茶叶研究所进行专业检测。

在与考察企业交流过程中，经营的理念与思路也更加明晰。
陈强介绍，袁桂雄去年曾邀请江苏一家企业来村调研康养项

目，通过对方专业的眼光审视，村里的民宿在设施、饮食与接待等
方面短板明显。这为村里提升民宿品质带来了新思路。

以流量带存量，“三二一”逆向开发
“经营卧龙村，我的理念是反着来，先做好三产，再以此倒推

二产和一产发展。”袁桂雄笑着说。
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袁桂雄大量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再结

合卧龙村实际后形成的村庄经营思路。
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红色旅游资源，独特的客家文化

及农耕文化等，让卧龙村发展旅游的优势得天独厚。经过近
年来一系列开发，卧龙村的乡村旅游也有了一定基础。

袁桂雄介绍，去年 7月，工作队和村里请来专业的旅行社
策划推出一系列活动，村里的漂流与研学游等颇为火爆。遗
憾的是，7月底疫情再袭株洲，给火爆的旅游气象泼来一盆冷
水。“百人以上的漂流团队，就退掉了 10多个订单，一些研学
游的活动也无奈取消了。”他惋惜地说。

但在陈强看来，虽然因为疫情而遇冷，可专业团队的策
划与运营对村里旅游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也看到袁
桂雄在积极对接长沙的专业公司，并认同其引进专业力量运
营村里旅游的想法。

袁桂雄介绍，为更好地运营村里的资源，工作队和村里
完善了经营体制，设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然后在下面设立
子公司负责乡村旅游、种植等具体的板块。

对于乡村旅游，工作队设想的是请长沙的专业公司的团
队来运营，村里或每年收取固定费用，或以入股分红的形式，
与对方公司取得双赢。

依托专业运营力量做热乡村旅游，是做强第三产业。“为
什么要先做三产，因为要先引流量，把人气先做起来。”袁桂
雄说。

有了人气与流量，再针对性地开发特色农产品，为游客
消费提供更多选择。而目前，卧龙村已开发了竹笋、茶叶等农
产品，将来还将针对黄桃开发黄桃干、黄桃汁等，让游客来了
后消费打上卧龙村标签的农产品。

“人气旺，带动产业旺，产业旺带动村民增收，还有人才返
乡回流，乡村振兴的梦想也就能一步步实现了。”袁桂雄说，打
响村庄经营这个“新算盘”，这是他期待看到的最终收益。

大冲村试点
“三社合一”
讲述人：市派驻石峰区大冲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 周治国

4月 19日，晴天。
天公作美，省内疫情近期也得到控制，在继续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我们工作队开始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

头一件，推动“三社合一”（供销社＋信用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型合作组织在大冲村试点。我
所在的后盾单位是株洲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助
推这项试点工作，可以说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深
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三社合一”融合发展是
国家推出的重大举措，对乡村振兴来说，这也是重
要的抓手。

3 月底，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
会主任彭小中，来村调研并指导驻村工作，特别提
到工作队要在推动“三社合一”“两个到户”综合改
革等方面多探索。这些天，我参与村里的防疫执勤
点值守等工作之余，也一直在思考具体的方案。

这天上午，我拿上初步方案，赶回后盾单位作
了汇报。对于方案，领导也给出了指导建议。大冲
村拥有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秋瑾故居等红色旅
游资源，交通区位也有优势，探索开办供销商店、
试点新型合作组织，能切实带动农民增收、壮大集
体经济。

汇报完方案，我驱车回到大冲村，和村党总支
书记李文碰头进行了交流，得知汇报结果，他也很
振奋。去年以来，村里在政府部门支持下开发了

“大冲里”系列农产品，村民自制的红糖姜、酸枣
粒、辣椒酱等，绿色健康。今年村里也在大力创建

“九郎福柚”品牌。
“酒香也怕巷子深，‘三社合一’试点新平台一

旦落地，对我们大冲的农产品扩销路、塑品牌肯定
是利好。”李文笑着说。

下午，我和队员照例走访了槐庭食府农家乐、
芭蕉冲道路拓宽项目，“九郎福柚”种植园项目，发
现复工形势向好。

槐庭食府农家乐是工作队和当地政府携手引
进的项目。原本，这里是临近秋瑾故居的株洲电炉
厂，闲置多年。近年来，大冲村乡村旅游有声有色，
盘活这一闲置厂房，可以打造新业态，所以才有了
这个项目。

去年底引进项目后，今年 3 月初，施工人员开
始入场进行清理、改造等工作。省内疫情，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到施工进度。这天我们来到项目现
场，欣喜地看到施工人员增多，工程也在有序抢
抓工期。这个农家乐有村集体入股，正式运营后，
村集体可以按约定的比例分红，又多了一个增收
渠道。

奔走一天，晚上我依然打开笔记本，写下这天
的驻村日记。四月即将过去，眼看 2022 年也过了三
分之一，乡村振兴、时不我待，唯有继续撸起袖子
加油干！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一亿元一亿元
激活一湾激活一湾““清水清水””

每年 3月，清水湾畔风景区里总是桃花烂漫。受访者/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清水江村，变了。
4 月 20 日，位于醴陵市船湾

镇的清水湾村，有个“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清水湾畔风景
区，尽管桃花已凋谢，但吊脚的亭

台、风格统一的民宿、拾级而上的游
步道，依旧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围绕

着这个超千亩的景区，村里开起了 10 多

家农家乐、种养殖合作社……外来的游
客，返乡的人，让这个身处湘赣边区的冷
清穷山村，变成了醴陵最大的农业休闲
基地。

看着眼前的景象，胡建笑了。
这个身家上亿元的老板，本可坐享富

贵，却在 10年前毅然返乡，接下村支书的
重担，自己掏出上亿元的真金白银，为村
里打造一个“桃花缘”，只为实现父亲“带
村里实现共同富裕”的夙愿。

子承父业
醴陵市船湾镇清水江村，身处湘赣边交

界处，村里除了山，就是田，没有能“挣钱”的产业。
30年前，和村里其他的青壮年一样，高中毕业

后的胡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出大山，外出闯荡。
船湾镇是闻名遐迩的裁缝之乡，后来更成为

“中国职业服装名镇”，凭借着家乡的这一优势，胡
建从跑服装销售业务做起，后来与朋友合伙办服
饰加工小作坊，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便成立了翔龙
服饰有限公司，专门制作制服。

“最辉煌的时候年销售额有几千万元。”经历
10多年的打拼，白手起家的农村小伙，变成了服装
行业大佬。

大山里，胡建的父亲，清水江村的老村支书胡
培清，还在为改变村貌而东奔西走。

当时，留守的村民只能靠种地糊口，这位老村
支书则争取资金兴修水利，将旱田变农田，帮乡亲
们“服侍”好庄稼；后来，带动村里改种经济作物，提
高村民收入……担任村干部20多年里，胡建的父亲
总在为村里服务，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改变落
后，共同致富。

当儿子业有所成，他多次喊胡建回来投资，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动乡亲们一起富。”父亲多次
对胡建说。

但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谈何容易？
“你返乡，谁打理生意？”起初，胡建身边的一些

亲朋好友反对他回村当书记，他在广州的服装公司
每年坐收数千万元的销售额，生意风生水起。而清
水江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人穷村弱，难扶得起。

返乡砸下一亿元
但胡建最终还是选择了返乡。
2005 年起，返乡的他带头召集了村里一批外

出闯荡有所成就的村民，募捐集资为村里兴修马
路、水渠、装路灯等，3年里，300多万元的募捐款投
下去，村里的改变大家都看得见。

“走了几十年的烂泥巴路，没想到还能走上柏
油路，谢谢你们想着家乡！”听着乡亲们的感慨，胡
建心起涟漪，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

“我也许可以做更多。”他想。
2009 年，父亲病故，让胡建下定决心接过担

子，完成父亲的夙愿。通过全村党员选举，胡建高
票当选为村支部书记。那天他说：“我要不辜负组
织的厚望，不辜负乡亲的希望，改变清水江村落后
的面貌，带领村民一步步走向富裕。”

致富还得靠产业。
清水江村有数百年的历史，因一条清水江命

名，老百姓家家门前都会种上几棵桃树。村里没有
像样的产业，也没有人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胡建决定亲自上阵，以“桃”为媒，打造一个乡
村旅游景区。

他 选 择 了 村 里 的 一 处 荒 山
——擂鼓岭——传说三国时周瑜
曾烽火点将的地方，改造 1367 亩
荒山、激活洛塘水库 187 亩死水，
留一方世外桃源的美。

万事开头难，胡建的“共同富
裕梦”遭遇质疑。

这上千亩的荒山闲田涉及多
个村组，要流转过来统一开发，首
先需要村民的支持。

“会不会想在村里捞油水？”
“这不就是给自己赚钱的农家乐
吗？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村
民质疑声不断，胡建逐个到涉及

村组做思想工作，一个乡村游的景区开始在村民
的“观望”中建造。

荒山种上 500 多亩桃花树，硬化了 1.7 公里游
步道，建起了四合院接待中心，还按照国家 4A 级
景区标准，完善了智慧导览、电子门禁、电子商务
等多套设施、系统，清水湾畔风景区成为醴陵最大
的休闲农业基地。

“硬件”到位，只欠吆喝。
2016 年开始，每年 3 月，清水湾畔风景区都会

举行以“桃”为主题的乡村文化旅游节，人们赏桃
花、品桃酒、住桃园，“桃醉”在春光里。据粗略统
计，每年前来休闲旅游的游客达 50万人次。除此之
外，这里是醴陵市首家集农业产业化、农耕文化、
科普教育、研学、特色民宿等于一体的综合型生态
农业休闲旅游胜地。

先富带后富，胡建的回乡选择，潜移默化影响
着越来越多的人。

“每年的桃花节、寒暑假的研学活动，我们农家
小院都是爆满，还有带动土特产销售，一年下来可
多增收四五万元。”有些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开起
了农家乐。

“因为这个景区，我们合作社的种养殖生意都
好了。”有的村民则开起了果蔬种植合作社、鸡鸭
养殖合作社。

经过几年的发展，清水湾畔景区总投资达到
1.5亿元，规划用地面积 3000亩，成为株洲乃至湖南
乡村旅游的新名片，先后获评“国家 AAA级旅游景
区”“湖南省五星级休闲庄园”，并且已经完成国家
五星级休闲农庄创建，

这个籍籍无名的偏远小山村逐渐为人所熟知。
“为什么我不是搞一个自己的农家乐，而是要

废大力气打造一个大景区？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挣
钱，而是带动村里的经济。”几年过去，胡建的良苦
用心，村民终于明白了。

筑梦前行

3 月中旬，周治国（左一）参与村里的防控疫情
执勤值守。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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