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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谭雪平

赋能乡村振兴，“关键力量”要

“电力足”。

日前，2022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专题研讨班结业，140 余名全市乡村

振兴“战线”的骨干，接受了为期 5 天

的学习培训，深感收获满满。

这只是一个缩影。记者梳理发

现，今年以来，涉及乡村振兴的培训

不仅“动作频频”，而且方式多样、亮

点纷呈，凝聚了蓬勃的振兴力量。

原汁原味“读”政策、脚底沾泥看

现场、集思广益论案例，“干部能力提

升年”，从事乡村振兴的干部有点忙。

频次密、范围广
“关键力量”全覆盖
稍作梳理，这半年以来涉及乡村

振兴的培训次数，已让记者感到惊讶。

今年 3 月，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工

作会议召开，吹响以创新为主题推进

乡村振兴的号角后，每个月都有学习

培训活动：

——4月 26日至 27日，乡村振兴

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攸县召开；

——5 月 31 日，乡村振兴驻村工

作培训班在茶陵开课；

——6 月 30 日，乡村振兴典型案

例大讨论举行。

然后就是 7月中旬，2022年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专题研讨班在市委党

校开班。

细看这些培训，除了学习频次密

集，还都是“大动作”，参与人员规模

多在百人以上，覆盖面也广。

比如 7 月的 2022 年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专题研讨班，140 余名学员包

括县市区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

全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农业农村局局

长和 98 个涉农乡镇（街道）党（工）委

书记或乡镇长（主任）。再如 5 月的乡

村振兴驻村工作培训班，参会人员达

170余名，包括驻村办副主任、市派第

一书记与省市派驻村干部等。

换言之，这半年来的学习培训，

可谓实现了全市乡村振兴“关键力

量”的全覆盖。

为何今年如此重视学习培训？

这是干好乡村振兴工作的“硬指

标”。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

键之年，也是市委提出的“干部能力

提升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出成效，增强学

习意识、提升能力素养，势在必行。

同时，这也是达成乡村振兴年度

目标的内在要求。3 月初的全市乡村

振兴系统工作会议上，我市明确今年

目标是力争实现“全省前列、全国出

彩”，并提出创新方式方法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出彩出新。

而要创新，加强学习提升能力是

基础。

创新学、接地气
走深走实提能力

说到学习方式，这半年来涉及乡

村振兴的培训可用两个关键词概括：

真会玩，接地气。

“真会玩”，指方式丰富多样。记

者发现，今年以来的乡村振兴学习培

训，方式方法颇为多元，包括专题授

课、现场调研、分组研讨，以及乡村振

兴典型案例大讨论等。

尤其是典型案例大讨论，颇有创

新意识，可谓提升干部能力助力乡村

振兴的“株洲经验”之一。通过层层筛

选，我市从申报案例中精选了 3 个案

例，然后创新展演形式，采用案例讲

述、“视频+主讲”、访谈交流的形式，

打造了分享互动、切磋进步助推乡村

振兴的新经验。

“一群不起眼的土专家，将乡村

振兴的大道理娓娓道来，这个活动非常

有创意，令人很受启发。”典型案例大讨

论活动现场，一名参与者激动地说。

“接地气”，说的是精准扎实。纵

观今年以来的培训，可发现学习的内

容既有“原汁原味”的政策解读，也有

实地调研的学习观摩。换句话说，融

合了“书卷味”与“泥土味”，注重了案

例借鉴与因地制宜的辩证统一。

尤其是脚底沾泥的“走读”，进一

步深化了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位

与要求及相关政策的理解。今年 4 月

和 5 月的培训，参会人员先后深入攸

县和茶陵的 4 个村（社区），实地观摩

学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规划、

三产融合，“幸福屋场”创建与“数字

乡村”建设等多方面的经验。

“干出经验成绩，就是吃透政策、

用活政策的最好证明。”市派驻炎陵

县潘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桂

生，参加了在攸县和茶陵举行的两次

培训，对现场观摩环节印象特别深

刻。他说，“边走边看，我学到了不少

‘干货’，可以带回去帮助我做好驻村

工作。”

学中干、加强学
学习氛围越发浓烈

乡村振兴没有“万灵丹”，但一边

学一边干，总会越干越踏实。

通过一系列学习培训，很多人进

一步明确了方向、明晰了思路。

比如，在 2022年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专题研讨班的结业式上，学员代表

醴陵市沈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谢煌

说，他此前一直在思考，在探索乡村

振兴路径时如何破解“钱从哪里来，

人到哪里去，地要怎么弄，事要怎么

做”这四个问题，为期 5天的研讨培训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另一位学员代表、炎陵县下村乡

党委书记陈一龙也坦言，培训研讨为

其指明了方向，下一步他将坚持党建

引领、产业优先，以“屋场会”形式多

听村民心声，切实发挥村民在推动乡

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推行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村集体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也有人在培训中，学到了经验并

很快应用到自身工作当中。

4 月底，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攸县举行，驻醴陵孙家湾村

市派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继红，在

观摩谭家垅社区“幸福屋场”的创建

经验时，她看得特别认真，也问得仔

细。“村里刚好正在打造‘幸福屋场’，

借助乡贤力量、传承传统文化等方

面，我在当地能学到不少好点子。”

更深远的影响，或许在于学习悄

然成为了习惯。

记者观察到，6 月 27 日和 28 日，

渌口区和石峰区先后举行相关培训，

都有针对乡村振兴基层干部能力提

升的内容。在渌口区，邀请的是全国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浏阳市集

里街道集里桥社区相关负责人，前来

分享乡村建设与治理经验；而在石峰

区，请的则是市乡村振兴局的相关专

家前去授课。

学中干、干中学，株洲以干部能

力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推振兴风景

步入夏日葱茏。

攸县：

落实“四化”措施
筑牢防返贫底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
员/凌琳） 今年以来，攸县坚守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全面落实“四化”措施，扎

实做好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有效促进

共同富裕。

具体而言，“四化”措施是指纳入条

件标准化、对象排查常态化、工作程序规

范化，以及帮扶措施多样化。每条措施下

面，又进行了相应细化。比如帮扶措施多

样化，包括了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兜底

帮扶等方式。产业帮扶方面，支持企业通

过同业带动支持脱贫户、监测户自主发

展产业，并及时申报县级自主发展产业

奖 补 ，发 放 第 一 批 产 业 帮 扶 资 金 奖 励

1023.34 万元。目前，攸县培植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基地 149个，其中企业帮扶车间

10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 47个，带动“三类

人 员 ”1783 户 5945 人 ，产 业 覆 盖 率 达

98.67%。

渌口龙门镇：

强化党建引领
助推乡村振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
员/凌琳） 最近，渌口区龙门镇因为湖南

卫视《花儿与少年》栏目在此录制而备受

瞩目。近年来，龙门镇坚持党建引领，以

党建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据 悉 ，龙 门 镇 加 强 组 织 、选 好“ 班

长”，先后 3次动员，号召各村能人志士参

与家乡治理。新一届村党组织书记平均

年龄下降 11岁、大专以上学历占比提升至

49%。同时配强队伍，坚持培养年轻一代

干部，选派 2名选调生、6名机关年轻干部

到村任职或任“第一书记”，派出 7批次年

轻干部跟班学习。

提质增效兴产业，龙门镇也鼓励党

员带头干。在果田村，该村党支部书记赵

正权为代表的党员积极开办企业，带动

村民致富；探索“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市场”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建成 6800

亩种子繁育基地和 2 万亩优质稻种植基

地，年加工大米 3 万吨；直接提供就业岗

位 30 个，每年新增临时性用工日 2 万个

以上，辐射带动农户 2000户。

讲述人：市派驻渌口区龙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刘晓贞

7 月 15 日，盛夏时节，天气似乎比往年更热。上午八

九点，白晃晃的阳光闪耀刺眼，空气也逐渐变得火辣辣

的。

天气再热，驻村工作也不能松劲歇气。顶着骄阳，我

们工作队和村干部来到蓬源峰公路项目现场，查看施工

进度。施工人员头戴草帽、脖子上挂着毛巾，有序铺设水

泥混凝土路面，汗水打湿了衣衫。

这是一条上山的路，也是一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

蓬源峰是蓬源仙森林公园的主峰，山上风光秀美，可

看日出日落、云霞星空，还有寺庙、“风车”等人文美景。近

年来，前来游玩的游客渐多，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

今年“五一”小长假，上山的私家车有上千台，在山下

做农家乐的村民说，“生意火爆的时候，别说坐了，连站的

地方都没有。”

让龙潭村捧稳生态“金饭碗”，提升周边区域的旅游

品质势在必行。通过工作队和村里努力，我们争取到了蓬

源峰公路项目，这条水泥公路长 2.5 公里、宽 6 米，总投资

180 万元。目前，蓬源峰公路已完成大部分，预计 7 月底能

完工。

这条路建成后，游客上下山会更方便，体验感将得到

极大提升，助力蓬源峰成为株洲“网红”打卡点。

去年驻村以来，我们工作队和村里携手打造“省级美

丽乡村示范村”，从生态振兴的角度着手推动乡村振兴，

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仅成功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还铺开“生态游园”等项目，完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塑造

了一些新的旅游亮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也是在给乡村振兴“铺路”。

前段时间，我们在村里走访，发现了一些困难家庭。

比如 48 岁的困难党员王翼军，他 11 岁的女儿患有脑瘫，

治疗 5 年来花费 50 余万元，加上他近两年从事养殖业失

利，家里已负债累累。

令人敬佩的是，王翼军自立自强，从没诉过苦。若不

是走访时村民告诉我们，看不出他扛着这么大的压力。

6 月中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波到村里调研乡

村振兴工作，得知王翼军女儿的情况，叮嘱一同调研的后

盾单位市三三一医院党委书记阳新华，务必要做好医疗

帮扶。很快，市三三一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安排王翼军

女儿住院，相关费用全免。

像王翼军这样有困难的家庭，我们工作队和村里都

想办法进行了帮扶，对需要进行医疗救助的村民，市三三

一医院总会大力支持，及时安排治疗并减免部分费用。

驻村一年多，从起初的迷茫到如今的笃定，我对龙潭

村的乡村振兴信心越来越足。乡村振兴看龙潭，这里的明

天肯定更美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7月 20日，天气火热，从醴陵市沩山镇通往沩山村的主

干道——古窑大道上也是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工，

争取赶在 8月底前，将这条原本 6米宽的村道拓宽到 9米。

“拓宽道路所占田地都是村民们无偿腾出来的，不能辜

负他们为了共同发展的心意。”村党委书张申球说。

眼下，沩山村正从一个底子薄弱的“空心村”向乡村振

兴村“转型”，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梦”，全体村民都成了“追

梦人”。

无偿腾地，共筑“致富路”
古窑大道是从城镇通往沩山村的主干道，也是村子联

通外界的唯一道路。这些年里，这条路和这个村一样，经历

了从衰败到振兴。

它曾是一条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是对其

最真实的写照。后来泥巴路成了水泥路，又“进阶”成了整洁

的沥青路。但近几年来，返乡的人多了，村里发展好了，游客

也在增加，6米宽的古窑大道承载能力有些“吃力”，亟待拓

宽。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农村发展的最朴素道理。今年 3

月，沩山村就把完成古窑大道的拓宽作为了“头等大事”，计

划从 6米拓宽至 9米。但道路拓宽势必会占用两旁的农田和

山地，村里也付不起土地征用的费用，征用土地算得上是

“天下第一难事”。

但这次却难事不难了。

“修路是为了村里的长远发展，我们每个人都是受惠

者。”“这些年，我们为了村里的变化，看好未来的发展，我们

应该齐心协力，用实际行动支持村里的发展。”村民们在合

计之下，无偿腾出土地用于拓宽道路。

如今，这条 7公里长的道路还在拓宽之中，预计 8月底

可完工。

“正好能赶上村里的旅游旺季，这条路会给我们带来更

多游客。”村民们期待。

“约法三章”，为之长远计
道路通了，2000多名游子带着务工攒下的“资本”陆续

返乡创业。

村民田保中回村开办了村里的第一个农家乐“沩山渔

村”，如今一年收入就有几十万元，还聘用了 10多名家门口

的村民做事。

村民刘学勤回乡开了“沩山古窑土菜馆”，黄子丰回乡

开了“沩山石洞人家”，还有“幸福农庄”“醴沩山庄”等农家

乐。

去年，在长沙创业多年的村民张利也回到了村里，开设

了村里第一家民宿——“乐上沩山”民宿。

好山好水还“养”出了好豆腐。用沩山天然的泉水和传

统手工制作的沩山豆腐一直很有名。路通了，宽带进村了，

游客来了，让沩山豆腐供不应求。

“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开至 38家，沩山豆腐加工坊都

有 10多家，一年的游客接待量有数十万人次。”张申球说。

农家乐越开越多，人多了，有些问题也许防患于未然。

不久前，一场让沩山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会在村里

召开，村里所有的农家乐经营业主参加。

“千年古窑的文化底蕴，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是沩山村

最大的禀赋，也是村里人的底气。无论何时，都不能破坏这

块招牌。”会上，沩山镇负责人强调，现在沩山村游客多了，

农家乐也多了，但老板们不能只做一次性消费，而要做成长

久的生意。

如今，村里的农家乐老板们自觉“约法三章”，即垃圾不

乱丢，处理好垃圾排污工作；保证食材安全新鲜；店面装修

及宣传上都突出“沩山”招牌。

“沩山村是我们的家乡，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发家致富

的资本。她好了，我们才会好，应当守护好。”“沩山渔村”老

板田保中说。

振兴动态

我的驻村日记 “铺路”乡村振兴，可不能松劲歇气

蓬源峰公路项目现场，施工人员顶着烈日抢抓工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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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的沩山村。

村里农家乐老板们参加爱护环境会议。受访者供图

脚底沾泥看现场 集思广益论案例

提升能力谋振兴，他们有点忙

4 月底，乡村振兴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攸县举行，图为现场观

摩环节。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军

6月底，乡村振兴

典 型 案 例 大 讨 论 举

行，图为典型案例大

讨论活动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