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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乡野，满是初夏清甜的味道。

进入暑假，醴陵市泗汾镇茶田村更加热闹

了，坐落在此的茶田月色生态乐园人气爆

满，不少学生、家长前来打卡。

从负债 100 多万元，到村集体年收入

超 50 万元……短短几年时间，茶田村村

组公路四通八达，田园风景如画，特色产

业长势喜人，实现了从负债村到小康村的

逆袭。

“三变”激活村集体经济
2017 年，茶田村由茶埠塘村和淇田村

合并而成，瞿辉明当选为该村党委书记。

接手当时负债、缺少产业的“空壳村”，

曾有过创业经历的瞿辉明已在心里“打好

算盘”，“乡村振兴，不仅要村民富，还要村

里富，这关键要靠做强集体经济。”

如何激活村级集体经济？

2017 年，茶田村引进湖南佳和农牧有

限公司，以村级出地、投资商出钱的运营模

式，盘活 2000 多亩土地资源，每年为村集

体经济创造收入 10余万元。瞿辉明说，“有

项目就有资金，再加上村里的收入，一年时

间就还清了欠债。”

在此基础上，2020年，茶田村又在全市

率先试点以土地合作社为牵引的“三变改

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

民。

“茶田村自然生态良好，人文底蕴深

厚，适合发展乡村文旅产业。”瞿辉明走访

调研后，在同一年，成立了醴陵茶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村级占股 18％，流转土地 900

多亩，积极鼓励村民、脱贫户入股，开发打

造了茶田月色生态乐园。

23天让村民的投资回本
迷宫探险、山地赛车、彩虹滑道……茶

田月色生态乐园除了游乐项目，还有四季

果园、美丽屋场等 20 个业态项目，游客可

进行吃、玩、采、购等“一条龙”活动。

项目建成后，瞿辉明创新宣传模式。

“我原本搞过乐队，每天走南闯北，乐队是

再好不过的宣传员了。”于是，瞿辉明请了

18 支当地乐队，给每支乐队赠送 300 张免

费游玩券，让他们每次演出时免费发放。

一个半月后，醴陵每个村都有人知道茶田

月色，成功引流。

“2020 年 8 月 8 日开业后，每天都有超

5000 人进园游玩，仅摇摆桥项目一天营业

额就有 1 万多元。”瞿辉明回忆说，到 9 月 1

日，项目开业 23 天，村民第一期投入的股

金就收回了成本。

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让村民们感慨

万千。

原本靠国家补贴过日子的村民邓元牛

就是受益者之一，他高兴地说：“通过村委

会‘三变’改革，我用 5 万元国家贴息贷款

投资茶田月色，有利息回报，还有分红，同

时还能做点活儿，一年收入加起来有好几

万元。”

走进四季果园，苹果瓜甜了、西瓜红了

……大棚里、田地间，处处都是繁忙的采摘

和打包景象。茶田月色生态果园农场主朱

翔说：“近年来，茶田村发展果蔬种植，带动

当地村民就业，让我们也搭上了‘致富快

车’。”

丰富的游玩体验、怡人的自然环境，加

上便利的交通，很快引来八方游客。项目

自开业以来，吸引游客近 20 万人次，创造

了 200 多万元经济效益，为村集体经济创

造收入 30多万元。

今年村集体收入有望上
100万元

6月 30日，茶田月色生态乐园二期正

在紧张施工中，预计今年 10月 1日开业。

“这里是一期的升级版，将开发引进

迷宫探险、丛林穿越俱乐部、网红秋千等

12个休闲项目，打造成集游玩、餐饮、住

宿等一站式田园综合体。”瞿辉明介绍，

“还将进一步壮大草莓种植规模，打造湘

东地区知名草莓种植基地；增加村集体对

茶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占股比例，盘活

资源，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

水”。

在瞿辉明的带领下，一些有眼光、有

实力的村民把荒地开发种植杨梅、柚子、

葡萄、橙子、板栗等，茶田村还先后引进

湖南恒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正招

雨衣有限公司等 19家企业。不但村民获得

了回报，周边村民也跟着“沾光”，可在

家附近就业。

“去年，茶田村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3

万元，村级集体收入超 50万元。”瞿辉明

对未来充满信心，“今年预计村集体收入

可达 100万元。”

集体经济壮大了，村上有钱办事了。

几年来，茶田村投资了 600 余万元修水

利、建公路、装路灯，改善人居环境。

如今，一个美丽的、充满朝气的茶田

村正呈现在世人面前。

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振兴亮点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董志

荣）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李余粮一行，冒着绵绵细雨来到攸县桃水镇盘塘

村，现场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调研组慰问困难党员、查看“门前三小”、党

风家风馆、调研大棚蔬菜种植基地、无患子产业

加工车间等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听取盘塘村相关

规划建设情况，听取群众对乡村振兴工作的意见

建议。

听取驻村工作队后盾单位汇报后，李余粮认

为驻村工作队思路清晰、工作务实，乡村振兴工

作有声有色。他说，乡村振兴工作要因地制宜，找

准产业发展着力点；要量力而行，切实打造产业

发展的示范点；要统筹谋划，找好乡村振兴工作

的结合点；也要形成全力，加强各方协调，切实抓

出成效。

醴陵：
“党建联盟1+4”模式促振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黄卫
正） 近期，醴陵左权镇将军村召集永兴村、油田

村、清安铺村、篾织街社区村（社区）两委成员、党

员代表、驻村工作队员等 120 余人，开展“党建联

盟‘看学议’、乡村振兴谋发展”主题党日活动。本

次活动是醴陵市推行“党建联盟 1+4”发展模式的

重要尝试。

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相关红色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来到左家老屋缅怀左权将军等先烈的英雄

事迹。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工

作、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介绍经验做法，展开

研讨。

据悉，醴陵在创建湘赣边乡村振兴党建示范

过程中，不断推行“党建联盟 1+4”发展模式，以 10

个创建村为核心，在镇域或周边镇范围内带动 4

个周边村，实现党建共建、结对振兴。今后，醴陵

将继续推动联盟村抱团发展，通过打造基层党建

示范点，实现标杆变标准、示范变引领。

我的驻村日记

吃上爱心餐
老人不孤单

讲述人：市派驻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 刘适宜

6 月 29 日，做爱心餐行动继续，地点是与官

塘村毗邻的敬老院。

早上 7 点半，我们工作队队员和村干部如约

碰头，赶到 10 里外的镇上集市买菜。猪肉、鱼、

鸡、排骨以及时鲜蔬菜水果等，大包小包，一共买

了上千元的菜。

敬老院里有 40 多位老人，好几位是官塘村

上的。一到那里，我们有的洗菜摘菜、切菜做饭，

有的陪伴老人聊天，整个敬老院其乐融融，一派

欢声笑语。

年初，我们工作队在村里开展大走访，走访

中发现村里有不少孤寡或留守老人，冷清的庭院

和孤独的生活，成了他们内心的隐痛。

和村“两委”一商量，大家想了个主意：为村

里的老村干部、老党员、脱贫户、五保户做顿饭，

帮他们打扫卫生，也陪他们拉拉家常。

说干就干，5 月中旬开始，我们自备食材、各

秀厨艺，先后走进 18 户村里孤寡、留守老人家

里，为他们做爱心午餐或晚饭。“大厨”村干部谢

泽锋平时就爱捣鼓抖音，在爱心餐时，他都精心

拍摄或请同伴拍摄，然后发在抖音号上。

“刘队你看，自从我们开展做爱心餐活动，我

的抖音涨粉好几千，播放量好几条都破万了。”这

次在敬老院，谢泽锋一边炒菜，一边自豪地对我

说。

活动开展以来，也收到了来自村民、留守老

人子女等各方面的“点赞”。尤其是留守老人的子

女，他们有的在上海、深圳、武汉等地创业或务

工，看到视频后纷纷打来电话，感谢我们陪伴了

他们在家的年迈父母，还有人主动邀请我们去他

家为他父母做一餐饭。

村民“老段”是村里在渌口创业的成功人士，

看到我们的爱心餐活动，他觉得这活动很有意

义。最近，他主动联系村干部，说下次的爱心餐活

动他也要参与。这次到敬老院，他把儿子“小段”

也带来了，父子齐上阵献爱心。

中午 12 点左右，丰盛的午饭上桌，敬老院的

5 张餐桌坐得满满的。看着老人们开心的笑脸，我

们工作队员和村干部，都由衷地感到欣慰，也充

满着成就感。饭后话完家常，临走的时候，老人们

都有些不舍，一路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依依不舍

地挥手告别。

注重防返贫，强化帮扶办实事，也是爱心餐

活动的重要内容。在给老人吴松华做爱心餐时，

听说他由于自己身体不好，养的鸡不方便拿到集

市上卖，我当即就把消息发在了后盾单位市审计

局的工作群，很快就帮他卖掉了 10 多只土鸡。同

时，鼓励他还多喂些鸡增加收入。

回首今年以来的驻村工作，忙碌却充实。除

了做爱心餐活动，我们工作队携手村里，进一步

强化村级组织建设，以精品果园、小龙虾养殖、药

材种植等为主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为村民增收找到强劲支撑。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周蕾 陈敏

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清零，这是今年

我市明确提出的目标任务。这意味着，年内

要实现所有村的经营性收入达到 5万元的

“及格线”。

全面“消薄”是系统性工程，需要全市

各职能部门联合打出“组合拳”。

今年以来，市供销社联合社以“三社合

一”综合改革为抓手，打通堵点痛点促进村

集体经济增收，为全面“消薄”贡献了供销

力量。

打造 50 个试点服务站，探
索畅通服务末梢

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市供销

系统有着独特优势，它是优化农村生产要

素配置的“稳定器”，也是有效促进增收的

“助推器”。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

会主任彭小中介绍，今年来，我市积极探索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

“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

记者了解到，在全市范围内，我市今年

选择了 50个基础条件好、试点意愿高、示范

带动强的村建设服务站，开展“三社合一”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作为供销系统最基层的合作经济组

织，这些“三社合一”试点服务站，直接置身

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最前沿”和“主战场”，

能切实畅通生产要素供应的“毛细血管”，

打通“最后一公里”服务末梢神经。

“三社合一”综合改革如何壮大村集体

经济？醴陵茶山镇东岗村的探索实践证明，

它能迸发的能量是巨大的。

早年间，东岗村集体经济薄弱，当地流

传着一首伤感的民谣：“东岗东岗，年年遭

殃，若求出路，离开家乡。”2013 年，村里换

届选举，当时在上海创业事业有成的易作

岗被选为“村书记”，然后带着全体村民努

力，把原来的落后村建设成了“全国农村幸

福示范社区示范村”。

在助推东岗村发展的诸多创新举措

中，积极探索村级供销合作社与村集体融

合发展的新路子，是村里的独特经验。

2016 年底，东岗村成立惠农供销合作

社，按照市场化运作，联合 3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以及当地村民，以土地合作等多种形

式入社，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品牌共

创的利益联结共同体。在提供农资供应、土

地托管，以及农技服务的基础上，东岗村供

销社把本村特色农产品推向市场，与相关

配送公司订立购销合同，把农产品卖到了

知名连锁超市和大型批发市场。

据悉，2021年，东岗村供销社实现汇总

销售额 640万元，为村集体增收 10.1万元。

随着 50个“三社合一”服务站的布局落

地，市供销系统将为我市“消薄”任务的达

成提供更大的助力。

以供销力量赋能“消薄”，各
地亮点纷呈

消除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涉及到方方

面面，但归根结底，是要以发展产业作支

撑、塑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打开农产品销路

促增收。针对相关堵点、痛点，我市供销系

统各出招数，取得了“多点开花”的局面。

完善流通服务网络，畅通农产品销路。

今年以来，醴陵开展供销合作社县域流通

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围绕完善县级物

流配送中心，大力发展物流配送中心和连

锁超市，带动市镇村三级流通服务网络建

设。同时，升级农村惠农服务社，逐步改造

182个综合服务社，完善了农产品流通骨干

网，有效降低流通成本，提高了规模效益，

实现了抱团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

“多赢”局面。

6 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印发通

知，醴陵市供销社入选 2022年度供销合作

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培育名单。据了

解，全省共 12个县级供销合作社入选，该供

销社是株洲地区唯一被列入该名单的县级

社。

而在攸县，攸县供销社主动对接“千亿

产业”项目，赋能村集体经济“消薄”。“十四

五 ”期 间 ，省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计 划 打 造

“12345”工程，其中“3”是指湘茶、湘果、湘

菌三大千亿产业。结合前期调研，攸县供销

社计划先行对接省供销合作总社“湘菌”千

亿产业项目，并借助省供销合作总社下属

的省食用菌研究所技术优势，打造万亩食

用菌基地，以此丰富居民“菜篮子”，充实农

民“钱袋子”，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在渌口，“三社合一”综合改革步伐稳

健。近年来，渌口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按照

“三社合一”总体工作思路，在全区共建成

乡镇供销合作社 8个，村级供销社 119个，形

成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

一体”和区、镇、村三级贯通的供销惠民综

合服务体系。同时，渌口深入摸底调研，选

择了黄龙村、铜锣村、松西子社区等 7个村

建设“三社合一”服务站，开展“三社合一”

综合试点工作。

醴陵茶田村：负债村走向小康村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振兴动态

刘适宜（左）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在为村里老人做午餐。受访者供图

供销改革添动能，助力“消薄”促增收

茶田月色生态乐园内，不少游客正在体验游乐项目。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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