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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区：电力大数据
赋能产业发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凌琳）今

年来，渌口区推动电网建设往村覆盖、向户延伸，着力

培育一批“村电共治、便民服务”示范镇、示范村，并探

索了电力大数据精准助力产业发展的首创之举。

在渌口古岳峰镇，“电力大数据+村电共治”菌草项

目，首创以分析用电客户数据的方法，为巨菌草的销路

提供助力。具体方式是：先从系统中抽取养殖业用户信

息，采集养殖业用户用电基础数据，再对数据进行深度

关联分析并筛选出养殖规模较大、对巨菌草饲料有潜

在需求的用户。之后，由乡村振兴驻村帮扶队队员上门

走访调研，描绘用户精准画像，为推广巨菌草寻求最佳

途径。

同时，联合村（社区）对全区范围内乡村产业进行

摸排，目前共摸排出 88 个需求项目、涉及业扩配套电

网投资预计 998 万元，每月动态更新及跟进项目的进

度，及时储备业扩配套项目，确保与乡村产业项目同步

投运，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

攸县江桥街道：“千亩荷花”
绽放振兴“钱”景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凌琳 彭
振峰） 时值八月，攸县江桥街道邱家垅村湘莲长势喜

人，村主干道旁，荷叶荷花一望无际，幽香沁人。这“千

亩荷花”让生态美景和村民“钱景”相得益彰。

近年来，邱家垅村“两委”坚持党建引领，大力推动

在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肉鸽、黑山羊、瓜果等种养殖

业初具规模。经过村“两委”考察学习，结合相关现实情

况，今年又发展了湘莲种植产业。

目前，该村“千亩荷花”竞相绽放，迎来丰收，预计

亩产将超过 180 斤，亩产值将达到 3 千元以上。每年 8

月至 10月是用工高峰期，湘莲基地的采莲、剥莲等全是

人工进行，湘莲种植户侧重雇佣村里的监测户和脱贫

户，按工作量发放工资，日均工资 130元左右，有效提高

了群众收入。

据了解，今年新增解决村劳动力 50 余人，增加农

户收入百万元以上。该村计划继续扩大湘莲种植规模，

将种养植业与乡村旅游结合，推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发

展，带动更多村民走向共同富裕。

组合式税惠及时雨
灌溉农业品牌

株洲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资娟）
“今年我们享受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约 10万元，太感谢

了。”近日，黄桃加工企业炎陵娜妹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刘丽娜，如此为税务部门“点赞”。

这只是税惠助农、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初秋时节，田间地头迎来丰收景象，在炎陵县，黄

桃销往海内外；在茶陵县严塘镇，乡村旅游引来众多游

客打卡。针对相关企业或专业农业合作社的涉税难题

与需求，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优惠政策专题辅导、通

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帮忙“牵线搭桥”，实现产销、加工企

业“强强联合”等措施，助力其享受相关涉税优惠。

在茶陵县严塘镇，万樟集团创建的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园和花湖谷旅游景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得益于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该企业享受了近 3 万元的税费减

免，企业负责人刘先生表示，“感谢税务部门的主动联

系、上门服务。”

“农村改厕，这是乡村振兴的硬任务，改善人居

环境的第一站，也是检验乡村振兴干部的试金石。”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的发言，掷地有声。

如果说现场观摩氛围轻松，到集中座谈环节，

任务目标的提出则让现场“气压有点低”。

推进会上，发布了《2022年度农村改厕“百日攻

坚”行动方案》，根据《方案》，我市将集中攻坚 100

天，全面摸排、全面整改农村户厕问题，全面完成全

市农村户厕改（新）建 25100 户和 2021 年度剩余

28942户，共计 54042户。

记者翻阅相关任务分解表发现，攸县、醴陵市

与茶陵县工作任务较重，分别以 15400户、14981户、

10977户位列“前三”。

对摸排、整改及建设等工作任务，《方案》强调

要“挂图作战”，倒排时间表。对于全年改厕任务，9

月 20日前，城市四区要完成 70%，五县（市区）要完

成 50%；10 月 20 日前，城市四区要完成 95%，五县

（市区）要完成 80%；10月 30日前，100%完成今年改

厕任务目标。

记者在推进会上了解到，农村改厕“百日攻坚”

行动将纳入实施乡村振兴季度考核及年度考核重

要内容。针对“百日攻坚”行动的结果，也是有奖有

罚。对干在前面、成绩突出的县（市区），我市拟最高

奖励 200 万元。而对违反《方案》严禁行为的，将被

予以通报、约谈；对合格率低于 98%的，不安排年度

市级财政奖补；对截留贪污、挪用资金和隐瞒问题

不报导致整改不到位的，按规定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严格追责问责。

市乡村振兴局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农村改厕是

要事、难事，也是急事，要高度重视、高效推进，也要

把握规律，集中精力全力攻坚，“以实干实绩向市

委、市政府和农民群众交上一份优异的答卷。”

振兴动态

我的驻村日记

给田地“解渴”
为监测户解忧

讲述人：市派驻醴陵市枫林镇枫林市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 杨扬

8 月 28 日 7 点多，阳光耀眼，高温还在

持续。

我 和 工 作 队 员 匆 匆 洗 漱 ， 抓 起 草 帽 一

戴，急忙赶往脱贫监测户黄起年家的田地。

“杨队好。”黄起年的儿子黄应当有语言

障碍，一看到我们，他热情地打招呼，声音

含糊却真挚。水管里的水汩汩流向干枯的稻

田，他在田边盯了一夜，黑眼圈特别明显。

“抽了 10 多个小时，还是这么干啊。”我

弯腰分开稻谷，发现田里被晒干的裂痕仍

在，惊讶地问。

“这次旱得太厉害了，但只要持续抽水

就没问题。”枫林市村党委书记黄牛说。

回想一番，确实也不容易。

前一天 8 月 27 日，本是周六，但持续高

温引起的干旱令人揪心，我们工作队决定走

访脱贫监测户，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

来到黄起年家，这位 70 多岁的老农一脸

焦急，一见面就说起了自家的忧心事：干得

太久了，他家在大冲组冲尾的 3.6亩水稻只怕

没有救了。这干旱还涉及他家的三个邻居的

16 亩稻田，其中一个邻居也是村上的脱贫监

测户。

黄起年慢性病缠身，身患帕金森病的他

走路都有些不稳，儿子黄应当有言语残疾，

儿媳也有残疾完全干不了活。“希望工作队

帮我想想办法。”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得 知 情 况 ， 我 和 队 员 迅 速 赶 到 稻 田 查

看。青翠的稻谷或已抽穗灌浆，或正在抽

穗，就像急需营养、嗷嗷待哺的孩子，正是

需要灌溉的紧要关头。可低头一看，严重缺

水的稻田裂开很宽的口子，田中泥土呈现一

片白色。

和村干部沟通后，我们了解到一级水泵

需要维修、引水的水管等也需要采购。枫林

市村是市工信局牵头的驻点村，听了我的汇

报后，后盾单位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宋

长征当即表示，由局里出资购买相关抗旱物

资 ， 全 力 支 援 抗 旱 救 灾 工 作 。 同 时 叮 嘱 ：

“特事特办、办好办实，突出把确保粮食安

全和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作为当前驻村工

作重点任务来抓。”

一挂电话，我们队员和村干部一起，马

不停蹄地购买设备、安装水泵、铺设水管

等。经过努力，终于搭建了一条长达近 2000

米、两次增压的引水管道，连夜将水源源不

断地引向水田。

“杨队你们办事快、效益高，又为村民

办了实事。多亏了你们，才能这么快地把水

抽过来。”看到水灌向田里，“村书记”黄牛

激动地说。

即便目前稻田的裂口仍在，但一度晒蔫

了的稻谷，又重新挺直了腰杆。

看到田里的干旱有所缓解，黄起年心里

的石头终于落地，“等收了谷子，我儿子酿

了酒，到时请杨队你们来品尝。”老人咧嘴

笑着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杨扬（左）来到监测户的田地实地查看干旱受灾情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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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会上，除渌口区外，攸县、炎陵等县（市区）

也做了经验分享，相关做法值得借鉴。

比如攸县，总结了“三抓三化”的农村改厕工作

推进法：抓责任落实,体系化推进；抓质量过关,规范

化施工；抓管护到位,便民化服务。

每项工作举措中，又有相关经验探索：比如县级

统筹抓总，成立攸县农村厕所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县

委、县政府统筹推进，县级财政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

金用于改厕工作。同时建立齐抓共管机制，乡村振兴

局、财政、卫健等10多个部门通力协作、联合推进。

为保障改厕质量，攸县全面推进“首厕过关

制”，并严格要求做到五个统一：统一标准、统一奖

补、统一产品、统一监理、统一考评。坚持建管并重，

除 100 元/户的奖励资金用作问题厕所整改及运行

维护等支出之外,还积极探索“保险公司+第三方专

业服务机构”合作模式,确保设施用得上、维护好,长

期发挥效益。

炎陵则布好“三手棋”，盘活“改厕局”。

具体而言，炎陵县的农村改厕下好先手棋，做

到未雨绸缪；落好关键子，加强组织培训；布好长远

局，探索长效管护。

比如“先手棋”，炎陵县提前开展排查，今年 5月

就开始了集中拉网式的大排查，逐村逐户摸排，并

分类建立“县乡村”三本台账。

对改厕的建管衔接，炎陵县也在积极探索创新，

不仅建立了村级日常巡检，专业施工队维修的长效

管护机制，还充分利用抖音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方式开展宣传，增强村民改厕及管护意识。

推进会现场，参会人员深入渌口区南洲镇横江村学习经验做法。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小厕所，大民生。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再谈农村改厕，并提出因地

制宜、做好后续污水处理等要求。
8月底，株洲农村改厕“百日攻坚”现场推进会召开，全面吹响攻坚号角：时间，100

天；任务目标，54042户；方式，“挂图作战”。
厕污共治、建管结合，一场农村改厕“攻坚战”，在株洲为民生幸福而打响。

【镜头1】：揭开盖子看，整洁美观无异味

“我们现在看到的卫生厕所是 2021年建的，采

用的是三格化粪池，整体式玻璃钢化粪池产品

……”

8 月 24 日，推进会现场观摩环节，百余名参会

人员头戴草帽来到第一站：渌口区渌口镇渌口村和

平组，讲解人员站在一户农家的厕所前，为大家做

着介绍。

讲解员说，三格化粪池由沉淀区、发酵区、储粪

区三个池组成，总容积不低于 1.5立方米，进粪管直

连大便器，坡度不小于 20%，利于粪水畅通入池；化

粪池排气管固定安装在沉淀池；排水口平常是锁住

的状态，以防直排。

记者看到，化粪池表面覆盖了水泥，整洁美观，

还有刻印清晰的编号等，易于辨识与管理。化粪池

排气管高出地面不小于两米，有警示标识，顶部有

防雨防蚊装置。

“可以揭开盖子看吗？”一名参会人员指着清掏

口的盖子问道。

得到肯定回答后，这名参会人员揭开了清掏口

的盖子，不少参会人员围上去，向清掏口里张望。

虽然气温较高，但记者没有闻到明显的异味。

厕所旁边，还贴有“无害化卫生厕所管护提示”，明

确提示要避免洗澡水等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严禁

在沉淀池及发酵区取粪等。

据了解，渌口村的改厕均由农户自愿申请、自

主申报，目前已完成厕改 125户，严格按照“三个统

一”施工：统一施工队伍、统一规格产品、统一标准

安装，保证施工质量、确保验收合格。

“我们严格把控质量关，确保改厕工作做好、做

实。”讲解人员说。

【镜头2】：“14433”新模式，管护智能、经济实惠

观摩学习的第二站：渌口区南洲镇横江村。

“去年开始，我们镇在横江村和湘东村积极探

索‘14433’管护新模式，数字智能管护特色明显，可

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南洲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朱刚，为大家做着介绍。

“1”是“一厕一档”，坚持规划先行，以户为单位

规划，组商议，村决议，后公示，把所有建设及资金

问题等考虑清楚。

第一个“4”是“四改四不改”，将农村旱厕、无

厕、新建房、积极申请户为重点改造对象，对长期无

人住户、计划拆旧建新房户、即将征收拆迁户和强

烈抵触户暂时不改。第二个“4”是“四个统一”：统一

产品、统一施工、统一监管、统一验收。

两个“3”分别指实行“三类管护”：行政管护、市

场管户及数字管护；实施“三方处置”：单户按需处

置、联户集中处置及大户统一处置。

边听边看，大家来到了农村户厕管护服务站。

新田野数字科技集团产品部总监张磊手持话

筒，站在一块黑板大小的数字屏幕前，为大家介绍

渌口区农村厕所智能管护平台的功能。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实现‘改厕台账’的动

态管理、报抽报修的智能快捷、方便及时的反馈评

价等。”张磊和工作人员配合，对平台功能进行详细

展示。

在横江村，农村改厕不仅能做到智能管护，经

济效益也很明显。

横江村党总支书记刘芳说，通过农村改厕，农

户家厕所的卫生环境显著改善，以前因不卫生造成

的疾病经济损失大大减少；有生产用肥需要的农

户，自行清掏经过三格处理过的粪污后可直接浇灌

菜园果园等，也节省了相关支出。

朱刚也介绍，南洲镇湘东村的香料菜，改厕后

有机肥浇灌的每亩可增收 300 元到 500 元，实现了

粪污资源化利用后的市场升值。

“百日攻坚”行动，开启“挂图作战”

渌口区引入专业机构力量，打造了农村改厕

的智能管护平台。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相关新闻 推进改厕，这些地方也“有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