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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
讯员/严炜东） 8 月 19 日，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 13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光跃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胡波、余

群明、刘剑飞、王建勇、李余粮，秘书长蔡

周良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助推“三

个聚焦”落实落地前期工作情况和后阶

段工作计划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保

持定力，按照工作计划稳妥有序推进，进

一步找准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方法，确保

工作实效。要凝聚合力，加强与政府及其

职能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提出工作建

议，在监督中推进，在推进中监督，切实

提升监督效能。要持续发力，综合运用立

法、执法检查、视察调研等人大工作方式

抓推进，积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注

重工作总结提升，确保党委决策部署落

地见效。

会议讨论了《中共株洲市委和市“一

府一委两院”领导班子成员及部门主要负

责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市人大

代表方案（草案）》。

会议讨论、决定了 9—10 月份主任会

议、常委会会议工作预安排。

刘光跃主持召开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主任会议

听取助推“三个聚焦”落实落地有关情况等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罗欣） 8月

19日，市政协主席聂方红带队开展“一江两

水‘十年禁渔’”民主监督活动，全面了解

禁渔政策落实、工作成效、存在的问题等

情况。他强调，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

加大民主监督力度，推动“十年禁渔”决策

部署在株有力有效落实。

市政协副主席周恕、柳怀德、陈艳娟

参加活动。

聂方红一行从海事码头出发，一路乘

船视察湘江株洲段水域与禁渔工作情况。

座谈会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

“一江两水”株洲段禁渔工作情况，以及目

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了规划与打算。天元区、渌口区、芦淞

区、石峰区政协负责人汇报了民主监督工

作及辖区内禁渔工作开展情况。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聂方红充分肯定前

阶段禁渔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一江一

湖四水‘十年禁渔’”是省政协今年确定的三

大民主监督议题之一。市县两级政协要将

其摆在重要位置，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做好

相关联动工作。要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

的优势，深入群众宣传“十年禁渔”工作的

重大意义、政策措施和落实要求等，广泛凝

聚人民群众的共识。要加大民主监督力度，

更好督促各级各相关部门落实好各自责

任，形成合力，推动“十年禁渔”决策部署

在株有力有效落实。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参与“十年禁渔”工作。

聂方红带队开展民主监督活动

推动“十年禁渔”决策部署在株落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
讯员/甘敏 黄磊） 8月 19日，最高气温超

过 40℃，在株洲经开区中核云峰湖健康谷

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机器轰鸣，

工人们正铆足干劲紧张作业，展示中心

（售楼部）和样板房已初具雏形。

中核云峰湖健康谷工程项目，被列为

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35 亿元，建设

用地为 707.37亩，拟建设大健康产业研究

院、产权式康养度假酒店、颐乐学院、远程

医疗中心、康养公园、生态休闲农园、自然

体验营地等，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和山水

生态环境，以“大健康产业+养老产业+休

闲旅游产业”为产业支撑，以新中式建筑

为特色，打造集健康医疗、高端养老、休闲

运动、高端农业、休闲商业、休闲旅游、教

育培训、高端人居等于一体的国际宜居宜

业宜养宜乐的山水小镇。

“目前，展示中心（售楼部）和样板房

已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首开货量区

已完成基础施工，正在进行主体施工，计

划今年 9月底完成首开货量区主体工程。”

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后，将结合周

边株洲方特、云龙水上乐园等旅游资源，

助力将华强云峰湖片区打造成为长株潭

旅游休闲目的地，推动株洲经开区服务业

升级发展，吸引更多人才进驻，预计可创

造 6000个直接就业岗位，拉动间接就业岗

位近 2 万个。同时，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

通过健康医疗、健康管理、健康服务、健康

旅游、健康文化、健康保险等健康服务业

的构建，推动湖南大健康服务业发展，打

造成为国际宜居宜业宜游社区标杆。

中核云峰湖健康谷展示中心封顶
总投资约35亿元，打造国际宜居宜业宜养宜乐的山水小镇

80 后返乡青年王灿，在天元区雷打

石镇建龙村，打造“蛙稻鳅共生”的生态

种养方式；离建龙村不远的伞铺村，网

红“80 后柚子哥”郭道 ，在自己的生态

果园里拍视频、开直播，介绍柚子树苗

的 培 育 经 验 ，分 享 黄 桃 和 桑 葚 的 种 植

方法；群丰镇石塘社区的罗耀荣，从厨

师 转 行 为“ 共 享 农 场 ”的 主 人 ，种 瓜 果

蔬菜，养小龙虾和黑山羊；三门镇福田

村的胡浩，流转 200 多亩土地，种植猕

猴 桃 和 火 龙 果 …… 日 前 ，记 者 在 株 洲

乡村的田间地头走访，发现一批年轻返

乡 创 业 者 ，他 们 有 个 共 同 的 名 字——

“新农人”。

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全国各

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 1100 万。《“十

四 五 ”农 业 农 村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发 展 规

划》也明确提出，到 2025 年，要培育 100

万名农村创业带头人，返乡入乡创业人

员 1500 万人。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

希望的田野，蕴藏着无限机遇，为年轻

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枕

大地、望星空，用坚持和热爱在农村挥

洒汗水，用聪明才智为乡村振兴增添活

力，在实现自身梦想的同时，带动乡亲

就业致富。这些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投身乡村振兴“大舞台”，如何回得来、

留得住、站得稳、干得好，这是一个全新

的课题。

他们从城市回到乡村，从高楼大厦

到田垄阡陌，从车水马龙到鸟语蛙鸣，

想要在泥土里扎下根基，从零开始拼出

一条新路，从无到有发展新产业、干出

新事业，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

挑战。

众所周知，很多农业项目，前期投

入大、周期长、回报慢，可能会面临资金

不足，难以引进和留住适用人才，不易

找到营利模式，经营运行成本高，抵御

自然天气风险能力弱等现实问题。创业

项目落地后，如何打开销路？怎样打造

品 牌 ？如 何 在“ 低 门 槛 ”中 追 求“ 高 质

量”，都需要用心考量。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如何吸

引更多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返乡创

业？从搭建创业平台，到出台支持政策；

从 项 目 落 地 、技 术 护 航 等 方 面 提 供 保

障，到完善人才服务乡村激励机制……

也考验着各个地方落实引才政策的力

度和温度。

就此而言，返乡创业绝非轻而易举

就能成功。想要站得稳、干得好，不仅离

不开政策的支持，更需要返乡创业者，

有闯劲，有韧劲，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

勇往直前的恒心。

“新农人”返乡 如何才能站得稳、干得好
杨如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在炎陵，炎热的季节，是属于黄

桃的季节。每到此时，炎陵城乡便车

水马龙，涌动着丰收的热潮。截至 8月

20 日，该县已销售黄桃 7.64 万吨，占

预计销售总量的 98%。

全县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参与黄

桃产业、约四分之一的人通过各种方

式参与其产业链，鼓起了近 6 万人的

腰包……在炎陵县，炎陵黄桃是神奇

般的存在。从来没有哪一个农业产

业，对炎陵的影响如此之大，从帮助

农民脱贫致富，到人们经营方式彻底

转变，甚至提升当地知名度，都立下

了汗马功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炎

陵黄桃是推动炎陵发展最强劲的农

业产业“引擎”。

炎陵黄桃，凭什么这么“牛”？

●凭的是选对了产业
炎陵是一个山区县，生存环境较

差、基础设施薄弱，发展似乎“先天不

足”，村民们一直与贫困为伴。如何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炎

陵县生态优良、海拔较高，具有得天

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多高寒山区、昼夜温差大，是种植优

质黄桃的理想之地。加上当地群众历

有种植果树的经验，该县通过比较分

析，请来专家认证，最终选定了黄桃

为主打农产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

个选择科学而非常切合实际。

2011 年 以 来 ，县 财 政 每 年 拿 出

5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整合 2000万

元涉农资金投入。请专家科学布局，

将海拔 600 米至 900 米的山地、旱土

确定为黄桃最佳种植区。在该县积极

引导鼓励下，黄桃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一树树黄桃逐渐变成了金灿灿的

财富，鼓起了村民们的钱包，帮助他

们实现了脱贫致富梦想。

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村民邓石茂，

原在当地种植新世纪梨等水果，因地

处高海拔山区，种植的新世纪梨“水土

不服”，经常遭遇霜冻，大量减产，不仅

没赚到钱，反亏了本。在当地干部引导

下，他改种黄桃，现已发展到 20亩，年

增收入近 20万元。他家还在自家黄桃

园修建了凉亭、鱼塘等，办起农家乐，

不仅很快摆脱贫困，还花 60万元建起

一幢新楼房，买了两台车。

对路的才是最好的。目前，该县

黄桃种植面积已达 9.6 万亩，年产量

7.8万吨，涉及 10个乡镇 3.6万余农户。

●凭的是有个好“靠山”

在黄桃产业发展中，始终有一只

无形的大手在身后默默支持，逢山开

道、遇水架桥，使黄桃产业得于迅速

发展。这只无形的大手就是政府。按

照“政府引导，群众自主”的原则，平

时按自主的市场规则运行，遇到一些

村民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便出

手规范，使黄桃产业发展始终行驶在

正确轨道上。

该县在拿出专项资金扶持黄桃

产业基础上，设立 5 个黄桃优质高效

栽培示范点，培育 156个科技示范户，

让村民们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针对黄桃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因

贫困户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劳力强

弱等差异，导致种出来的黄桃产量质

量差别大的问题，该县请来农业专家

结合实际，制订标准化生产规程，各

环节都有统一的标准，就像工人在车

间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每年的黄桃生

产期，该县结合专业培训，组织技术

员驻村，实地指导。

对于采摘等方面出现混乱等问

题，该县实行“五统一”管理模式，统

一品牌为“炎陵黄桃”，统一采摘时

间、统一分拣标准，提出批发、零售建

议价等。不论黄桃种植、销售，还是加

工环节，果农一旦碰上困难，炎陵各

级干部会提供全方位服务，全力以赴

去排忧解难。

在当地政府精心扶持下，近年

来，炎陵黄桃品质稳定提升，优质商

品果率达 90%以上，获评“2016 湖南

十大农业品牌”等荣誉称号，炎陵县

也被评为“中国优质黄桃之乡”。

黄桃产业的快速发展，最终获利

的是百姓。如今，已有 3万余村民通过

种植黄桃实现脱贫或致富。炎陵黄桃

也从“富民果”变成了“民心果”。

●凭的是好销售方式

由于炎陵县地处山区，许多水果

长在“深闺”，难被山外人所知。对此，

该县以“互联网+”引导推进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如

今，该县已拥有一个电商产业园，建成

了30多家快递物流企业、3000余家注

册网店、128家农村电商服务工作站，

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目前，炎陵黄桃

纷纷搭上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该

县7成黄桃，是通过电商销售的。

如今，县政府部门、县电商协会

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建

成了全省第一个功能齐全的产、供、

销一体化大数据应用平台——炎陵

黄桃大数据中心。该中心录入黄桃种

植的面积、村组、土壤、气候和种植户

的相关信息，实现生态环境、种植状

况等可视化，数据实时采集上传、大

小屏可视，配套果农组织化管理和数

字化管理工具，便于政府有关部门把

控黄桃生产。

该平台还帮果农设置了“电子名

片”。点开“电子名片”，客户可直接与

果农联系，减少了流通环节，果农足

不出园，就可以卖黄桃，既方便，又增

加了利润。

该县还投入专项经费，在长株潭

投放户外广告，在长沙、北京、深圳等

地铁站台以及公交车投放广告，滚动

播放炎陵黄桃的宣传片。该县积极对

接各级新闻媒体，刊（播）发大量炎陵

黄桃新闻报道，使炎陵黄桃品牌深植

人心。

黄桃销售季，县主要领导分别前

往北京、深圳等地举办推销大会，站

台为炎陵黄桃代言，为炎陵黄桃推荐

官颁发证书，现场签约。今年 7 月 25

日的炎陵黄桃大会上，副市长白云

峰、炎陵县委书记尹朝晖利用媒体为

炎陵黄桃代言，当天，该县现场与客

商签订购销合同 9750吨。

全县开展“党员干部‘沉下去、走

出去、干起来’助力炎陵黄桃销售”专

项行动，每名县领导联系一个炎陵黄

桃销售大户；县直副科以上单位、省

市驻炎机构分别联系一个行政村；党

员干部深入黄桃产区，与果农“一对

一”或“多对一”结对，助力黄桃销售。

多管齐下，炎陵黄桃销售之路越

拓越宽，成为我市乃至全省农产品的

“爆款”，造福了炎陵老区群众。

截至目前，炎陵县已销售黄桃7.64万吨，占预计销售总量的98%

炎陵黄桃 凭啥这么“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杨如 通讯员/杨锋 李江
王思琦）“哗哗哗……”8月

20 日，天元区三门镇杨柳水

库里的水，通过 5 台大功率

的水泵，源源不断输往农田。

通过抽水灌溉，9000 余亩农

田“久旱逢甘霖”。

杨柳水库是三门镇最大

的水库，也是三门镇南部片

区包括湖田村、南江村、松

柏村等 5个村的主要灌溉来

源。因持续高温，各村缺水

情况严重，三门镇组织 5 台

大功率水泵 24 小时不间断

抽水，并派专人值守，经北

灌渠、南灌渠向南部各村输

送水源，通过直接灌溉解决

9000余亩农田的干旱问题。

当前，三门镇共组织近

100 名党员、志愿者抗旱，由

班子成员包村负责，深入各

村解决灌溉问题。此外，还为

100 余户因干旱导致生活饮

水困难的群众送水上户，解

决生活用水难题。

“主动作为，千方百计调

配水源，确保农业灌溉需求

……”8 月 19 日晚上，天元区

群丰镇召开抗旱工作部署会

后，联点领导干部纷纷下沉到

各自包片社区，现场协调解决

抗旱工作困难。同时，该镇 16

个社区调动居民群众协同抗

旱，保障居民正常生活饮水；

实行抗旱工作日报制，合理调

用抗旱设备，降低受灾面积，

尽最大努力降低农户损失。

当前，天元区党员干部

同心协力，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农户做好科学灌溉、合理

用水、节约用水工作；多个部

门联合制定“精准防旱抗旱”

工作机制，通过“引、提、调”

水等措施，做好抗旱保灌工

作；电力部门加强供电调度，

全力保障生活用水、农田灌

溉等用电需求。

炎陵黄桃丰收了炎陵黄桃丰收了。。 通讯员通讯员// 张和生张和生 供图供图

天元区干部群众全力参与抗旱

5台“铁牛”引水 9000亩农田解渴

8 月 18 日，醴陵市 106 名考入“双一

流”大学的 2022 届高三优秀毕业生参加

了一场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远赴他乡

求学前，到家乡走一走，感受醴陵陶瓷文

化和县域经济发展强劲脉搏。活动以“今

日我以醴陵为荣，他日醴陵以我为傲”为

主题，准大学生们先后走进华联等知名

瓷企和醴陵渌江书院、陶瓷博物馆，了解

醴陵瓷的前世今生、企业生产管理和运

营方式等。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王卉 摄

106名准大学生
同上“社会实践课”

村民在察看刚从水库里抽上来的水。 记者/杨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