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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尹二荣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刘海粟 刘晓聪 彭亮霞

6月 20日一大早，在攸县丫江桥镇华富村，10多个村民
就来到白玉丝瓜基地里劳作。基地里的丝瓜已成熟，每天有
500公斤销往长沙。若 40亩丝瓜全部售完，毛利润可达 13万

元，这是华富村尝试“三合一”经营新模式收到的首笔集体

经济收入，也给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带来了新的曙光。

销路掣肘经济发展
华富村位于县城西北侧，地处攸县、醴陵、渌口 3县市

区交界的大山深处，平均海拔 200多米。
资金、技术、人才、渠道、信息的匮乏，对于该村 4500

多名村民来说，宛如眼前的座座大山，阻隔着这个小山村
的振兴梦，村集体经济，也一直较为薄弱。

村民李贤说，华富村地势不太平坦，山地多，不便集约
化、规模化种植水稻，可种植果蔬，却又销路不畅。

经济怎么发展？多年来，一直令华富村党委委员们发
愁。2021年，村党委 6个委员带头出资，种了几十亩辣椒，想
以此来振兴集体经济，可最终销路不畅，以失败告终。对于
经济如何发展，村民们心里越发没底气。

新党委带来新契机
今年 4 月，随着 40 亩白玉丝瓜瓜棚的搭建，华富村燃

起了新希望。去年村支两委换届时，龙向阳当选为村党委
书记，成了村里的“领头雁”，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长沙市攸县商会党支部书记。

记者了解到，龙向阳在外闯荡三十余年，事业有成。在
县委、县政府倡导的“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东风吹拂下，
现在返乡挑起重担，将全力以赴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华富村既没有矿产资源，又没有旅游资源，产业怎么
发展？村党委多次召开会议反复讨论，最终大家一致认为
种养业才是最合适的途径。”龙向阳说，今年初，他参加商
会活动时意识到，会员企业中不乏大型商超，而村里有土
地有劳动力，商会有资金，企业有销售渠道，若将三者的资
源进行整合，来推销农产品，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

力争香芋厂早日落地
“采取‘村合作社+商会+商会会员’的‘三合一’模式，

但合作社占股 51%以上，由镇里‘三资办’监督财务。”龙向
阳说，他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长沙市攸县商会会员们的
积极响应。大家商定先试种白玉丝瓜和香芋，待农产品成熟
后，再由商会会员企业负责销售。

3月 1日，攸县工商联与长沙市攸县商会举行“万企兴
万村，助力建家乡”签约仪式，首批 11个项目集中签约，华
富村的蔬菜种植项目在列。

如今，丝瓜已经上市，70亩香芋也将在今年 9月成熟。
记者了解到，村党委已经同村民代表商定，若整体盈利尚
可，明年两作物种植面积将扩至 500亩。

近段时间，龙向阳与村党委成员多次前往永州学习香
芋规模化种植经验，并邀请永州商会负责人来华富村考察。

“华富村的土壤适合种香芋，永州商会负责人表示，只
要丫江桥镇香芋种植面积达到 8000 亩，就投资 3000 万元
建厂，厂址或设在华富村。”龙向阳说，村党委正在积极争
取。

市委党校浦湾村教研基地授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赵建春 郭璋） 6 月 21 日，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株洲行政学院）教
研基地在渌口区朱亭镇浦湾村授牌，并
开展市委党校 2022 年第一期县处级干
部进修班乡村振兴现场教学活动。

浦湾村曾获评“全国文明村”、省级
“美丽乡村”、“湖南省基层党建工作示
范点”“湖南省特色精品村”，在乡村建
设、产业打造、基层党建等方面，具有特
色案例与成功经验。市委党校是市派驻
浦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单位。近年
来，在队长选用选派、帮扶资金支持、党
建结对共建、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提
供了大力支持。市委党校多次派出调研

组，赴浦湾村现场考察，围绕打造教研
基地的各项要求，与朱亭镇、明扬农业
等负责人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建议。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院）长赵先辉
表示，创建教研基地，是落实市委“干部
能力提升年”活动要求的重要举措，也
是深化教研改革创新、推进理论实践有
机结合、提升干部培训实效的重要途
径。他高度评价了浦湾村近年来取得的
一系列成绩，要求因地制宜利用浦湾村
的优势资源和乡村特色，大力挖掘乡村
振兴领域的教学题材，提高现场教学的
针对性与实效性，把浦湾村的示范作用
发挥好，进而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再
上新台阶。绿茵场上

展风采
6 月 14 日，渌口区首届男子五

人制足球赛在渌江风光带二期足
球场开赛。现场，一个个巧妙的传
球和精彩的进球，让现场观众大饱
眼福，展示了参赛人员昂扬向上、
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此次比赛由该区直各单位职
工组成的 9 支球队、67 名运动员参
加，他们将在 21 天时间里，进行 40
轮比拼，决出名次。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旺 晏珍妮 摄

野猪“组团”下山吃“霸王餐”

下村乡党员干部
组建黄桃“夜护队”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罗笑雨 张逸乔）“劈里啪啦、咚咚咚……”6月 20日凌晨
1 时许，炎陵县下村乡云里黄桃种植基地，突然响起激烈
的鞭炮、锣鼓声，把下山“偷袭”的野猪群吓得纷纷逃回山
去。这些鞭炮是当地党员干部放的，旨在驱散野猪。

眼下，黄桃即将成熟，正当村民们满怀喜悦憧憬丰收
时，山上的野猪也不闲着，三五成群下山闯入黄桃基地，
刨树根、啃黄桃……糟蹋桃农的劳动成果。为驱散这些

“不速之客”，桃农们采取放鞭炮、敲锣鼓、播放广播等办
法，但效果不佳，且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
村民年龄偏大，加上野猪夜袭频繁，实在难以顾及。

6月 15日以来，下村乡组织 26名乡村党员干部，组成
5 个“夜护小分队”，分头来到云里、鹫峰、田心等黄桃基
地，采取通宵蹲守的办法，克服蚊虫叮咬、经常下雨等困
难，驱散野猪。同时，组织乡村干部统计黄桃受损面积，联
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帮果农挽回经济损失。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周闯雨 黄卓凡） 日前，茶
陵经开区产业发展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为园区企业打造了一个优质的学习培
训分享平台。

当天，茶陵经开区产业发展学院为
第一批来自茶陵本土的讲师颁发了特
聘证书，同时开展了首次产业发展培
训。茶陵县人社局四级调研员、晶彩电
子企业顾问谭冬发讲师，结合园区企业
实际情况，围绕规范园区用工等内容，
为园区 48 家规上企业讲授了精彩一
课。

“茶陵经开区产业发展学院前身是
园区集训营，我们借鉴了中车时代学院
等企业大学运作模式，在讲师聘请方
式、培训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升级。”中车
时代电气制造中心副部长、茶陵经开区
管委会副主任丁浩介绍，在产业发展学
院成立前，该园区通过前期摸底组建了
本土讲师师资库，入库人员主要是园区
企业家和企业顾问，共 30多人。

茶陵经开区产业发展学院成立后，
将立足于园区优秀企业家资源，培养一
批专业、乐于分享、与组织共生成长的
名师队伍，打造一系列紧贴业务的优质
课程。该学院计划每月开展一期培训，
将从师资库中邀请一位本土讲师，搭配
一位从县外聘请的讲师开展授课，同
时，还会开展外地交流学习、讲师赴湘
赣边县域授课等活动。

茶陵经开区产业发展学院正式挂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阳童） 近日，茶陵县实力乡
村家庭学堂首课在火田镇卧龙村举行，
开启了乡村妇联工作新模式。

当天的课堂上，茶陵县妇联邀请的
家庭教育专家讲述了《沟通的五个层
次》，围绕打招呼有回应、讲事实找相
同、谈想法要尊重、谈感受需看见、敞心
扉心相通等五个方面，引导女性在工作
和生活中应该如何说、如何做。学员们
纷纷表示，学到了育儿教子、工作沟通
的好方法。

实力乡村家庭学堂，是由茶陵县委

组织部牵头，县妇联负责实施的教育平
台，以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
宣讲方式，围绕育儿教子、婚姻家庭、妇
女权益等，开设公益讲座、组织公益活
动、提供家庭教育咨询服务等，是茶陵
县贯彻和推进《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
生根的主要载体，是党建引领妇建的重
要抓手。

据悉，今后茶陵县妇联将组建专
门力量下基层宣讲，进一步加强对妇
女同志的思想引领，为加快建设“一
心四区”和现代化新茶陵提供坚强保
障。

茶陵县实力乡村家庭学堂开课

“三合一”模式，点燃山村振兴梦
“党建赋能 寻道乡村”系列报道④·攸县华富村

村民正查看棚内丝瓜。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