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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成为创新创业

的新战场。各地纷纷培育名优特产，农产品

基地与终端迎来史上最活跃对话期。

农业产业薄弱地区又该如何借力乡村

振兴战略，成功逆袭？今年，荷塘区抓住农

校对接政策，依托农业产业协会，打造区级

农业产业孵化器，闯出了一条新路。

●一次经济漫谈会，谈出一
条农校对接好思路

一直以来，因天然优势的缺失等因素，

荷塘区农业产业基础薄弱。辖区内葡萄、花

木等种植居多，少则几亩，多则百亩，规模

上不去，老百姓生产积极性也不高。

当下，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乡村振兴，荷

塘区该如何走，主管部门也犯了难。在去年

年底的一次经济发展座谈会上，有人提出

“充分利用本区资源，助力本区经济发展”

这一主题，得到现场不少人员支持。头脑风

暴下，大家将目光聚焦到农校对接上。

有人提出，辖区内有几十所学校，全部

到市场采购食材，安全性和品质能否得到

保障，同等条件下，能否给当地农业主体提

供机会？

接收到这一信息，荷塘区农业农村局

会后立即开展了调研。他们发现，当年年

底，该区就有 16个学校食堂经营到期。按照

省市教育系统提出的农校对接思路，此前

承包出去的学校食堂将全面收回，重新建

立农校供应链，以学校为主体开展自营。

抓住这一政策窗口期，区农业农村局

与区教育局通力合作，互通资源和要求，进

行多番探讨，定下荷塘区农校对接方案。

“他们出台了专门的农校对接规定，不

管哪个主体中标，都必须采购本地食材，在

保证品质的基础上，扶持当地农业农村发

展。”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贺伟介绍，高效

对接下，今年，该区 16个学校已全面实现农

校对接，每天，近三万斤当地新鲜时蔬从田

间地头直达学校餐桌。

他介绍道，目前调研还在继续。如下半

年合同到期的 8 个中小学成功实现农校对

接，该区有望实现全区中小学学生吃上本

地蔬菜。此外，机关食堂也在进一步推进当

中，已有三个食堂成功对接。

●一个产业孵化器，孵出一
批标准化农业主体

初夏午后，荷塘区仙庾镇 50 亩晨发农

业基地瓜果飘香。基地里，第一批黄瓜已接

近尾声，第二批花开正盛。此外，辣椒、茄

子、丝瓜、南瓜等当季蔬菜长势喜人。由于

是露天种植，产量与大棚还是有差距。

这是荷塘区农业产业协会成立后，由 6

名协会负责人参股成立的基地。

32 岁的汤志远是协会会长，也是基地

股东之一。他告诉记者，基地有专人把关生

产，所有流程全部按照市农委定下的生产

标准实施。所有产品采收后，都会进行系列

检测，才会投放市场。

而这一市场，就是目前荷塘区开展农

校对接的 16所学校和部分机关食堂。

今年，荷塘区以农业产业协会为依托，

开展农校对接，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明显

加快。据了解，目前，已有 16 家农业生产主

体加入农业产业协会，谭柏春的蔬菜基地

便是其中之一。

看到谭柏春名字，估计不少人都会联

想柏春葡萄。除了葡萄基地，几年前，谭柏

春还在尝试一个事，就是高品质蔬菜种植。

“当时种了 10 多亩，主要批发给当地菜市

场。”经过几年尝试，谭柏春去年打起了退

堂鼓。他说，由于外地菜便宜又好看，本地

菜在农批市场根本没有竞争力。

今年的农校对接，让谭柏春重燃了希

望。“学校需要高品质的蔬菜，我们直供学

校，这个结合点很好。”相应区里农业产业

振兴策略，谭柏春今年蔬菜种植从 10 多亩

扩种到 100多亩，成为当地蔬菜种植大户。

更让他开心的是，扩大规模后，农科所蔬

菜科的专家也下到基地，开展全程指导对接。

他们在病虫害防治上的宝贵经验，让蔬菜基

地产值大幅提升，产品商品性也大大增加。

“协会主要做标准，解决农业怎么搞的

问题；农业主体主要做标杆，通过综合控制

和销售渠道开拓，增加示范效应。”贺伟说，

目前，荷塘区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通过质

量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的投入，培育一

批标准化农业龙头企业。

●一种创新模式，创出一条
乡村致富好路子

农业产业协会，是农业产业的孵化器，

也是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新模式。

年近六旬的沈雪梅是仙庾镇黄陂田村

的村民，十余年来，种菜，是她维持一家生

计的主要手段。以往，她除了种菜，还要负

责蔬菜销售。学校、菜市场、企业，哪里需

要，她就送往哪里。遇到卖不出去的时候，

只能低价让熟人接手。

跟不少在菜市场门口、小区楼下摆摊

的嗲嗲娭毑一样的是，沈雪梅更多的时间，

要花在销售上。三分在种植，七分在销售，

是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销售出去，天

晴下雨都要坚持。

今年，农业产业协会与仙庾镇黄陂田

村、樟霞村等 9个村签订统销协议，农户只

要按照协会标准生产，所有品种直供学校。

“这个量很大，比如仙庾村一个组，就

有二三十户有蔬菜种植。采摘后拉到市场

去零售，是他们致富的主要方式。”协会一

位理事表示。

加入农业产业协会后，沈雪梅有更多的

时间管理菜地，两亩菜地一个人就能轻松搞

定。为了配合统销对产品多样性的要求，沈

雪梅丰富了产品品类。目前，当地能种植的

蔬菜品种，沈雪梅的菜园里都能找到。

沈雪梅估摸测算了下，一年下来，光她

一人，就能有几万元营收。

以协会为基层管理单位，带动散户实

现集约化生产和绿色种植，通过统销实现

抽检全覆盖，提高农产品安全性，荷塘区以

此带动当地农民种植积极性，创出一条乡

村致富好路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邓立平 张珊 孙乐

建设“幸福屋场”，是提升乡村振兴品质和

内涵的重要内容。醴陵市嘉树镇嘉树村，一条 1.6

公里的健康步道直达栗塘屋场，路两侧红叶石

楠纵情生长，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一幅新农村秀

美场景不断铺展。

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嘉树村村民不仅鼓起

了钱袋子，生活环境、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和

谐，成了远近闻名的省卫生村、市文明村。

“老周的表率作用可大着呢！”村民把功劳

归于周作启，一名 72岁的退伍老党员。

●牵头成立志愿服务队

有事找志愿服务队，在嘉树村栗塘组早就

传开了。

以前的栗塘组，垃圾无人清扫，污水流进水

沟，老百姓怨声四起。2021 年 5 月，周作启与党

员周志勇商量，决定组建志愿服务队。

很快，志愿服务队吸引了 14名成员，其中党

员 3 名、女志愿者 4 名。志愿队将组里近 2 公里

的组道和傩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划所分为不同的

责任小区，由志愿者按照自由组合、自主活动的

原则，分别负责维护管理。同时，每月开展评比，

看谁的志愿服务效果更好。

周作启主动“承包”了傩文化广场周边地域

和公共厕所的卫生清理。他每天 6点 30分准时

起床，把广场扫得干干净净后，再送孙子上学，8

个多月来从未间断。

在志愿队的影响下，群众爱护环境意识提

高了不少，广场的地上已看不到纸屑、槟榔壳和

烟头等垃圾。

●拿出自家房屋做文化阵地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需要生态环境的秀美，

更要文明之花盛开。

2021年，嘉树村党委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文化小讲堂和小书屋的建设是其中的重要

内容。

“我家的房子，可以无偿作为建设场地。”周

作启找到村党委书记叶昭飞，主动提出不要场

地租金，全年义务管理。

周作启全家早就实现了小康，家里的房屋建

于1998年，内外墙和地面都进行了装修，显得整洁

雅致。“拿出来作为大家学习、议事和老年人活动场

所，既不会给家人住宿带来不便，又能经常与书香

相伴。”周作启把自己的家变成大家的“家”。

如今，改造后的小书屋里有藏书 3000 多

本。据不完全统计，不时前来看书、借书的周边

读者已有近 200人。

●让“幸福屋场”照亮栗塘

村民周某与邻居因“地界”不清，一直存在

矛盾。两家“边界”区域有一个臭水池、一条堵塞

了 20米长的排水沟，成为横亘在两家面前的老

大难问题。

在周作启等志愿者影响和劝导下，周某主

动填了臭水池，将排水沟用红砖衬砌好并盖上

了水泥板。邻居为此也主动示好，两家人逐渐和

睦相处。

“只要身体允许，我会和大家一道继续在志愿

服务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周作启告诉记者，去年

获得的那枚金光闪闪的“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

章，既是自己的荣光，也是前进的动力。

今年，栗塘组已开始建设示范性幸福屋场，

周作启和志愿者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加美好的未

来：到2025年，实现人均纯收入7万元，户均收入

超25万元，打造生态宜居幸福家园。

这，是栗塘打造“幸福屋场”的奋斗目标，它

被醒目地刷制在文化墙上，也写进了全组村民

的心里。

“幸福屋场”建设，退伍党员当表率

5 月 26 日，天气虽然阴沉，但村里建设的势

头火热。

上午，我们工作队和村干部照例来到村文

体广场，看建设进度，询问是否有需要协调解决

的困难。入夏以来，阴雨天多，一定程度上耽误

了施工进度。村文体广场初显雏形，篮球场也差

不多建好了，但篮球架等设施还没装运到位。

“前段时间下雨，施工几乎停了，趁着天气

还好，辛苦大家加把劲。”孙家湾村党委书记叶

海涛，向施工负责人说。

叶海涛的父亲叶志钢生前曾担任孙家湾村

党总支书记，他带着全村一起努力，推动村里实

现由穷到富的改变。父亲去世后，叶海涛接过接

力棒，带领村民谋振兴。这份传承与情怀，感动

了村民。在大家伙眼里，叶志钢是“大叶书记”，

叶海涛是“小叶书记”。

驻村以来，我和工作队都切实感受到，村民

对村干部和工作队的支持与拥护。村民发自内

心地爱护村里，积极建设家乡的热情，也一再地

打动我。

60 多岁的老骆，是被村里返聘的老村干部。

只要是村里的事，他总会冲在前面、干在前头。

建村文体广场时，他默默地拔草、铲碎石、铺草

皮等，把村里的事当自己家的活一样地干。

最近，我路过村上正在打造“幸福屋场”的

杉坡组，看到有两户村民正在自发地修建水渠，

把曾经的泥巴渠改造成水泥的。

今年 2 月以来，我们工作队积极响应醴陵

市开展“美醴乡村·幸福屋场”示范创建活动，和

村里一起全面摸底调研、听取意见，最终决定在

杉坡组建设“幸福屋场”。根据上级相关要求，项

目资金一部分需要自筹，工作队和村“两委”头

一次开动员会的时候，心里也没底，没想到现场

一呼百应，村干部、党员、村民、乡贤、企业家，纷

纷当场捐款，首次筹资就达到了 28.6万元。

动员会现场那齐刷刷举起的手，至今让我

印象深刻，备受感动。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驻村已一年。回顾这三

百多天，自己也没想到和工作队做了那么多事：

走访脱贫户、调研村上产业发展、推进村文体广

场建设、打造“屋前三小”、参加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打造杉坡组美丽“幸福屋场”、制作村歌等等。

换个角度来想，正是因为村干部得力，村民

们给力，全村上下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我

们的驻村工作才能这么顺利地深入开展，取得

一些成效。

漫步在如今的村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美丽孙家湾、幸福杉坡里”等振奋人心的

标语，醒目地出现在文化墙上；耳边传来村歌

《最恋是家园》的优美旋律；眼前是村民们散步、

休闲，在生态菜园采摘蔬菜的情景。在这里，产

学研基地、儿童乐园等一系列特色文化品牌，也

将一一建设完成。

作为一名乡村振兴的践行者，我由衷地感

到欣慰，激励自己不管在哪，都要脚踏实地、砥

砺前行，继续为伟大的振兴事业添砖加瓦。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渌口区：

村电共治 点“靓”乡村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
讯员/凌琳 王瀚辉） 今年 3月以来，渌

口区全面启动“村电共治、便民服务”工

程，建立“乡镇主导、村组主责、供电支

撑”的政企共治模式，电力工作纳入 139

个村（社区）日常管理。

新华村位于渌口区最南端，18.7 平

方公里的地域内多山多林，有 24 个村

民小组，496户 2000多人。以前，村民对

电网建设、电网维护不理解不支持，甚

至出现阻止电力工作人员进村的现象。

“村电共治、便民服务”工程实施以来，

村里用电环境明显改变，基础设施和服

务全面升级，村民的态度悄然转变。

如今，新华村村级电网建设进一步

提速，公用变压器由 5台新增到 9台，户

均容量由 0.91 千瓦时/户增加到 1.72 千

瓦时/户，乡亲们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供

电的贴身优质服务，村里发展获得了充

足、可靠的电能保障。

炎陵水口镇：

创建“最美庭院”
扮靓美丽家园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
讯员/汤金毅） 近期，炎陵县水口镇开

展水口片区“最美庭院”创建评比颁奖

活动，以此加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

设，引导村民主动建设美好家园。

经市派驻水口村工作队倡议，水口

片区“最美庭院”推荐评比工作于 3 月

底正式启动，水口村、水西村、官仓下村

联合开展“最美庭院”创建。工作队成员

分别指导各自所联点的村，向老百姓宣

传创建“文明家庭”“最美庭院”“文明小

组”的工作要求和相关卫生知识，积极

营造和谐文明氛围。

按照“庭院美、居室美、厨厕美、身

心美、村庄美”创建标准，最终在 5月中

旬评选出“最美庭院”20 户，并予以授

牌、在所在村部张榜公布，同时给予相

应奖励。

据悉，水口镇水口片区“最美庭院”

全年评比 4 次，除评选“最美庭院”，还

将在今年 12月评选“文明家庭”“文明村

民小组”，用文明创建持续美化家园，将

水口片区打造成清洁文明和谐的美丽

农村。

荷塘区：

农校无缝对接
打造农业产业孵化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周作启在村里的文化小书屋整理书架。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邓立平 摄

我的驻村日记 齐心美乡村 最美是乡亲
讲述人：市派驻醴陵孙家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谢傲一

乡村振兴

露天种植自然成熟的蔬菜，深受学校师生欢迎。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摄

农校对接对口基地内，黄瓜长势喜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