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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周丽艳

近日，位于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梅岗村

的湘炎春生态茶厂种植基地，村民们利用

晴好天气，清理茶树下的杂草。该茶厂董

事长沈恒星说：“我们通过发挥梅岗村茶

叶合作社的龙头作用，带动周边1000余农

户，发展种植面积600多亩……”

炎陵县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发

挥部门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组织，

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让产业发展成为

助民脱贫增收的“金钥匙”，为当地经济

发展彰显了统战力量。

截至目前，该县共发展农村经济组

织 100 多个，涵盖高山水果、茶叶、笋竹

两用林、白鹅等 10 多个产业，助推炎陵

乡村振兴走上快速道。

发展经济组织
带领村民抱团闯市场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是近年来历届

炎陵县委、县政府的共识。近年来，该县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发挥自身

优势，主动作为，吹响了助力乡村振兴

的“集结号”。

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人才荟

萃的优势，该县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通过召开相关部门协调会、请专家举办

技术培训班等形式，帮助发展产业中遇

到的技术、资金、销售等方面难题，帮助

村民们大力发展农业产业。

但由于当时大多是一家一户种植，

发展参差不齐、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等

问题出现。该县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积极引导，成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

领村民们抱团闯市场。通过推广“公司+

基地+协会+农户”模式，以炎陵神农生态

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炎陵县耕夫子农产

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纽带，积极发展

“产、供、销”一条龙订单农业。通过龙头

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带动到户，让农户

与市场有效连接，稳步增收。

这些产业协会、合作社带领村民们

统一品种、统一用药、统一管理、统一收

购，降低了市场风险，确保了合作社健

康发展。比如在黄桃种植中，针对一些

果园的黄桃产量不稳定、质量参差不齐

的问题，该县黄桃产业协会按照自愿原

则，向果农推广黄桃标准化种植技术。

组织农业专家结合实际，制订标准化生

产流程。

为确保技术到位，该县邀请有关专

家，采取课堂理论培训与田间实作相结

合方式进行授课，培训村民 2万余人。如

今，该县黄桃全部普及了标准化种植。

黄桃销售期间，该县请来省市专家

讲授电商基本理论和营销技巧。该县年

销售黄桃 6 万多吨，其中 7 成以上是通

过电商销售的。同时，该县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利用侨联的优势，促进当地

农产品销售商与海外侨商互联互通互

动，进而加强与国际市场的沟通与对

接。炎陵黄桃等农产品已远销新加坡、

阿联酋等国家。

如今，炎陵黄桃是湖南省优质水

果，通过绿色食品认证。

目前，该县已成立黄桃、茶叶、白鹅

等养殖、种植协会、合作社 700 多个，成

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引擎”。

兴办加工企业
延伸链条助村民增收

近日，位于水口镇的炎陵三叶农品

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在将洗净晾干之后的黄桃幼

果装坛浸泡，他们要将其加工成果脯蜜

饯，制成人们喜爱吃的小食品。

炎陵有黄桃种植面积 9.5万亩，年产

量 6.1万吨，每年被疏掉的幼果近 1000万

公斤，以前只能集中掩埋，费时费力。今

年，该县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经

多方考察，引导炎陵三叶农品农副产品

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新上果脯蜜饯生产

线，实现变废为宝。

农产品，特别高山水果，大多以卖

鲜果为主，一旦滞销，势必会造成果贱

伤农。怎样避免果贱伤农？该县统一战

线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人员多方联系，利

用“引老乡、回家乡、建故乡”活动，发挥

各类商会广泛的资源优势，先后引进了

娜妹子、果呀呀等农产品加工企业。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该县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积极引导下，农产品加工企

业蓬勃发展，先后引进福来喜鹅业有限

责任公司、“湘炎春”生态茶厂、炎陵金

紫峰粮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农产品

加工企业 20多家。

其中，炎陵县娜妹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前年投资 1000多万元，引进国内最

先进的全自动黄桃果汁生产线，将黄桃

精心提炼加工成果汁。通过“公司+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经营模式，旗下的合作

社发展社员 1000 多户。去年，在第五届

中国（长沙）果品产业博览会上，该公司

生产的黄桃果汁荣获“产品金奖”。

这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不仅可使农

产品就地加工增值，还通过采取“公司+

基地”模式，引导加工企业与种植基地

“联姻”，获得企业、产业双赢的好局面。

一头瞄着“田间地头”，一头瞄着

“市场端头”。通过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该县实现了农产品产销两

旺，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的内生动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兰海平 刘玉

优良的营商环境是企业之需、发展

之要。今年来，渌口区大力推进“市场主

体培育年”活动，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商

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搭建服

务平台，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出去、请进来，
下好招商“一盘棋”

5月 23日，第十届全球湘商大会

上，广东奥德迈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与渌口区成功签约特种锂电池电芯

和 PACK 生产线项目。这个计划总投

资 6.5 亿元的大项目，在株洲市青商

会引荐下，最终牵手渌口，这将为该

区相关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为提升招商质效，渌口区充分发

挥统一战线的优势，针对本土企业需

求，依托商协会资源，“走出去”捕捉商

机、推进合作。渌口区委书记李晓彤，

区委副书记、区长赖晓智变身“推销

员”，上门看望在长发展的渌口籍企业

家和相关行业代表，推介“青春渌口、

创业新城”的发展潜力与产业优势，了

解筹建长沙渌口（株洲县）商会事宜，

并实地走访相关企业、召开座谈会，向

“老乡”和产业人才伸出橄榄枝。

今年来，该区借助异地商会、行

业商会、基层商会，开展外出招商引

资活动 50 余次。积极作为赢得企业

信赖，3 月 19 日，在渌口区侨联及相

关商会的协助下，湖南经世集团与渌

口区人民政府签约“经世文创部落”

项目，总投资 3亿元。

在“走出去”赢得先机的同时，该

区积极瞄准大企业，主动“请进来”招

商，株洲市温州商会、株洲市常德商

会、广东省湖南株洲县商会等先后来

到渌口考察交流。同时，积极落实“以

商招商”对接机制、推进机制、服务机

制，该区为 46 名在外的渌口籍企业

家，分别安排了区党政领导班子、业

务部门和乡镇的联系人，进一步深化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工作。

对在提供有效信息、促成项目签

约、加快项目开工等方面作出突出贡

献的商会组织，该区给予奖励，对服

务招商引资过程中表现优秀的企业

和个人进行表彰，以此增强商会组织

和商会会员的荣誉感，激励担当。

听声音、解难题，
凝聚发展“一条心”

“我们商会想在淦田周边建设古

镇一条街，打造特色亮点”“基层商会

发展受限较多，有时候很吃力”……5

月 23日一早，渌口区机关食堂，一场

别开生面的“政企早餐会”正在进行，

区委书记李晓彤邀请各镇商会负责

人、区工商联兼职副主席齐聚一堂，

进行餐叙交流，各镇商会负责人、民

营企业代表踊跃发言，畅聊商会发

展、企业经营，反映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并对渌口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一场简单“早餐会”，吃出同心

“发展味”。今年来，该区充分利用“早

餐会”的形式，加强与企业家的交流，

发现问题现场交办相关部门负责解

决，截至目前，该区已举行 7场“早餐

会”，参加餐叙的民营企业代表达 80

余人。不仅如此，在区委、区政府召开

经济相关的重要会议和举办活动时，

都会邀请商会企业代表参加，让企业

及时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

和部署。区领导还定期到本地商会指

导工作，现场解疑释惑；对 2 个异地

商会、8 个基层商会，安排结对领导

和后盾单位，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为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发展，今年3月渌口区成立非公有制经

济工作领导小组，对各职能部门落实“株

洲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意

见”的情况，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全力

助企纾困增效。同时，区检察院联合区

工商联开展“检察护航民企发展”系列

活动，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民营经济活，则经济全局活。一

季度，渌口区 GDP增速 6.8%，规工、固

投、社零增速均排名全市前三，其中

规工排名全市第一，增速达 15.0%；截

至 5 月底，该区实现净增市场主体

2884 户，其中企业 482 户、个体工商

户 2402 户，新增个转企 66 户，为区

域经济迈步争先打下良好基础。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邱红 邹瑶瑶） 6 月，暑意

渐浓，随着气温上升，醴陵市王仙

镇申熙村的首批早熟西瓜迎来丰

收，抢“鲜”上市。

来到位于该村的依旭农业种植

合作社，白色西瓜大棚内，一个个油

亮亮、圆滚滚的西瓜披着翠绿的外

衣，镶嵌着一条条深绿色纹线，“躲”

在茂盛的瓜藤下面，让人垂涎欲滴。

基地负责人李依旭正忙着采摘成熟

的西瓜，脸上洋溢着笑容。

“每天产量为 750 公斤到 1000

公斤，可以采到端午节后。”李依旭

介绍，今年种了 10 余亩美都西瓜，

瓜形大且饱满，皮薄壤红，口感甜

脆，深受消费者青睐，已接到不少

订单。

“受雨水天气影响，今年西瓜

上市比往年晚了 5 天左右，保证口

感及甜度。”李依旭说，为了保证西

瓜的品质，他对种植过程严格把

关，采取“一蔓留一瓜”的方式，不

施化肥农药，做到绿色无污染。

醴陵：早熟西瓜抢“鲜”上市

渌口区：亲商护商，
助推民营经济迈步争先

“统战+”助力乡村振兴
——炎陵县统一战线工作系列报道之三·产业富民篇

李依旭（右）在大棚里采摘西瓜。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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