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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盘塘村虽然不乏“国家森林乡村”，

以及“市美丽乡村”“市文明村镇”等招牌，但振兴的

优势并不突出。

换个角度看，正因如此它的摸索更容易带来共

鸣与启发。毕竟，乡村振兴没有既定的路径，“中等

生”条件的乡村又可能是多数，大家都在艰难求索。

驻村工作一年多，董志荣深感乡村振兴工作的

不易。

首先是缺人才，盘塘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

工，村“两委”班子里也缺乏“新鲜血液”。去年，原本

有位在广州做生意的小伙子返乡创业，并进入村

“两委”。他起初计划做种植业，但由于在农村创业

的艰苦超过预期，也不放心广州的生意，他最终“请

辞”了。

汇聚人才，助力振兴。董志荣和工作队对全村

各项人才摸底，形成盘塘村致富带头人、外出经商

人员、乡土人才、退伍军人等四类人员信息库，并有

针对性地开展对接或帮扶。

通过驻村实践，董志荣也发现了一个重要问

题：“干好乡村振兴，也要具备服务意识，提升能力

搞好营商环境。”

这是乡村振兴探索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乡村

要振兴，离不开城市的“反哺”，需要从城市引进项

目、资本及技术等，基层干部也势必要和投资的企

业家沟通交流。在这过程中，考验着基层干部的专

业度与服务意识。

董志荣介绍，去年，一位在攸县经商的村民想返

乡创业，前期也投入了数万元做规划等准备，但由于

项目用地问题没得到解决，对方最后选择了放弃。

对此，董志荣不断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建立周

一工作例会制度等，多方开展培训和交流，主题就

是新时期的村干部要具备哪些能力素质，如何做好

工作，等等。“善于学习，乐于帮忙解决问题的基层

干部，也是乡村振兴的软实力。”他说。

筑牢粮食安全“耕”基
农旅融合有“钱”景

讲述人：市派驻石峰区龙头铺街道蛟龙社区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朱朝阳

9月 13日，中秋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

上午 8 点多，我和工作队员来到蛟龙社区，头

一件事是和社区“两委”班子碰头，商量部署近期

要做的工作。

“最近社区可以说要‘多线作战’，希望咱们工

作队继续给予指导和支持。”蛟龙社区党委书记彭

加丁说。

确实有不少急事、要事。

首先就是抗旱。高温加上长期没有下雨，让稻

田出现开裂，一些较浅的鱼塘也干涸了。整个社区

有 500 多亩水稻，也种了旱粮，几乎每家每户都有

田地，正值作物成熟的关键期，缺水让居民愁眉紧

锁、心焦不已。

8 月下旬以来，在上级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

工作队携手社区干部，与社区居民齐心协力抗旱

保粮。在枫塘组，我们奋力疏通水渠、铺设固定管

道、设置移动引水带，使用 3 台大型水泵不间断从

枫塘水库抽水，让受旱的 200余亩稻田得到灌溉。

目前，社区购置了 4 台抽水泵、上千米的引水

带等抗旱设备，集体调配人力与物力，确保干旱的

田地有序得到灌溉。

耕地修复也是社区的重点工作之一。根据相

关工作要求，蛟龙社区要在三年内修复耕地 400

多亩，今年目前已修复 100多亩。

这项工作的难点在于，修复耕地时需要拔掉

一些社区居民地里的小树，少数居民心里有疙瘩。

对于这部分居民，我们工作队和社区干部一起，上

门入户细致地讲解政策、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助

力耕地修复工作稳步推进。

不管是抗旱，还是耕地修复，都关乎“端稳饭

碗”，也都是在为保障粮食安全尽一份力，我们工

作队都不敢有半点马虎。

除此之外，我们协助社区排查自建房安全隐

患、推进“村电共治·便民服务”项目，更在积极地

为产业发展奔走。

去年，有居民想做养鹅项目，邀请我们工作队

和社区干部指导把关。经过我们较为全面的外出

考察，发现养鹅确实有前景，于是帮助他将项目从

外地引进落地。如今，这个养鹅基地的规模达到上

千羽，每三个月出一批鹅。

以红色研学、农耕文化研学等为“卖点”，我们

也在按计划开展“知青点”和“金色田园”的建设。

目前，“知青点”的硬件设施改造等已经完成，正在

进行下一步的打造。

守护耕地红线，发力农旅融合，我相信，位于

长株潭生态绿心的蛟龙社区振兴前景风光无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不亮眼的“中等生”
正酝酿美丽“蝶变”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驱车从攸县出
发，沿西北方向行
驶 12公里，就进入
了桃水镇的“门户
村”——盘塘村。

乍一看，村庄
像 个 平 平 无 奇 的
“中等生”：多山林、
田地分散、缺乏龙
头企业。但乡村振
兴政策春风吹来，
一场美丽“蝶变”已
在悄然发生。

乡村振兴，各
美其美。不同资源
禀赋下，如何走出
一条因地制宜的振
兴之路？盘塘村给
出了自己的探索，
也在持续带来新的
启发。

盘 塘 村 家 风

家 训 传 承 是 文 化

特色，图为攸县家

风 家 训 现 场 书 写

活动在村上举行。

（受访单位 供图）

盘 塘 村 的 大

棚蔬菜种植基地。

（受访单位 供图）

无 患 子 初 加

工车间的出现，为

村 民 提 供 了 家 门

口 的 就 业 岗 位 。

（受访单位 供图）

“果菜棚里载富康，别墅彩灯不夜天；诗歌捐款

画长廊，扶贫车间笑语甜。”

这是盘塘村高塘组村民刘谷其写的一首诗中

的句子。这位民办教师退休之后，成为热心村里文

化建设的乡贤。近年来，他不仅无偿为村上管理“党

风家风馆”及“门前三小”，还带头写起了诗，歌颂乡

村振兴的新气象与新风貌。

“我以前从来没写过诗，都是他们带动的。”村

民刘正说，他原本读书不多，但近年来也尝试着写

起了打油诗。

刘正说的“他们”，是指包括刘谷其在内的刘姓

家族微信群里的所有人。在由刘、董、皮三姓组成的

盘塘村高塘组，每家每户都立了家训。“孝、勤、诚、

善、和”，这些是高塘组村民家训里的高频词，也与

刘姓族谱中记载的族规家训产生了呼应与延续。

相处和睦、与人为善，在高塘组延续已久。几年

前，有组上村民提议大家立出家训，将好家风传承

下去、鞭策激励后人，得到大家一致响应。支持村里

各项建设，全组 42户人家先后捐献过 27万余元。

市派驻盘塘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

书记董志荣说，去年 5月到岗后，高塘组浓厚的家风

传承氛围，让他“眼前一亮”。在他看来，“这是盘塘

村的特色与亮点，给村里走文化振兴道路提供了很

好的支撑。”

驻村后，董志荣和工作队全面走访、征集民意，

和村“两委”一起研究制定了村里乡村振兴的三年

规划。规划提出建好“两个文化”，其中“家风文化”

是重要内容。

盘塘村党总支书记吴志阳介绍，近两年，村里

以党群服务中心和高塘组为主体，进一步挖掘了特

色“家训”，配套完善了现有的“门前三小”广场和

“党风家风馆”。“现在，高塘组村民每家每户的家训

实现张贴上墙，成了盘塘村远近闻名的一张特色文

化名片。”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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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盘塘村要建好“两个文化”，除了“家风文化”，还有

啥？

答案是：“无患子文化”，而且在文化振兴的基础上，又

加入了“三产融合”的新思路。

董志荣坦言，刚到村里时他有些沮丧，因为盘塘村虽然

离县城不远，交通也算便利，但这里属于丘陵地带、村民以

传统的种养殖业为主，基础设施及产业基础都较为薄弱。

而无患子种植项目的引进，让村里产业有了新气象。

去年以来，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积极与湖南仙泉自然

科技有限公司对接协调，争取企业来村投资发展。目前，该

公司与村里签订了无患子树种植和加工产品销售分配协

议。

“在原来 20 亩的无患子育苗基地之外，今年我们新种

植无患子树 50亩，并在高塘组建了 120平方米的产品初加

工车间。”董志荣说，车间可提供约 7个工作岗位。

通过这些岗位，防返贫重点监测户能够在“家门口”赚

取一份收入。比如 30 多岁的村民肖红花，去年不幸遭遇车

祸后，两次手术掏空了她的家底，也让养育两个孩子的家庭

陷入困境。自从到无患子初加工车间务工后，她的丈夫可放

心出门务工，她工作之余还能照顾孩子。

盘塘村也在提升传统的种植产业。近年来，村里持续针

对山塘与水渠实施清淤、硬化等，满足灌溉需求。同时，今年

还采取村集体建设、个体承包经营的方式，大力建设蔬菜种

植基地。

“虽然仍有差距，但我们正逐渐完善生产配套设施，改

变村民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局面。”吴志阳说。

挖掘文化、打造产业，盘塘村既立足优势，也注重统筹，

不断在促进三产深度融合。比如，在高塘组，无患子产业所

在的松山观是宗教文化名胜，两相结合可建立无患子文化

长廊、无患子产品展示厅、无患子体验馆，以及修心书院、菩

提画室等，形成可亲视、可体验、可互动的无患子主体公园。

董志荣透露，村里计划打造“旅、学、研”一体休闲基地，

在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奔走下，已争取到相关项目资金，并做

了初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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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磕绊绊
他不停止追求振兴梦想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9月14日，醴陵市王仙镇灌冲村。
晨曦初露，28岁的蔡良匆匆洗漱，赶往建在半山腰的“自强

农民专业养殖合作社”。鸡舍里，数千只鸡在踱步、振翅、咯咯叫，一
派热闹场景。

蔡良腿脚有些不便，右腿装了义肢。虽然一场意外使他身体残缺，可从
自立到创业，从致富到带残疾朋友脱贫，他从未停止追梦的步伐。

“今年确实有点难。”说起合作社的经营情

况，蔡良不禁皱起了眉头。

在原来养鸡、养鹅、养鱼，以及种油茶等基

础上，蔡良今年又种了 50 多亩水稻，还将养猪

的规模扩大到了数十头。可这两个尝试都遇到

了挫折：干旱让处在半山腰的稻田难以得到灌

溉，非洲猪瘟又把猪放倒了一片。

联想到蔡良的身世，不得不佩服他不停“折

腾”的勇气。

蔡良生在贫寒的农家，2005年 7月，一场交

通事故后，年少的他接受了右小腿截肢手术，在

相关部门的帮扶下装上了义肢。为了谋生，他开

过小餐馆、做过玩具车生意，也在鞭炮厂打过

工，积累了一些创业的经验。

他家曾是贫困户，但蔡良偏不服输，想通过

创业带家人脱贫致富。很早开始，他就想做养殖

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全国自强模

范”、湖南佳满假肢矫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

满，并获得了对方的资助与指导。

2016年，蔡良走访王仙镇附近村组的残疾

朋友后，萌发了联合创办养殖合作社的念头。张

家满一听他的想法，当即表示了支持，并指导他

创办了如今的“自强农民专业养殖合作社”。

租赁山地与废旧厂房、养鸡养鹅、种植果蔬

等，走上创业正轨的蔡良埋头苦干，把合作社越

做越红火。到 2020 年，出栏土鸡达到 3.5 万余

只、出栏鹅达 2.4 万多只，全年的鱼产量也有

2000公斤。

脱贫致富后，蔡良没有忘了也帮人一把，将

自己得到的关爱传递下去。5年多来，他通过合

作社为残疾朋友举办养殖技术培训班四期，免

费赠送约 6万元的鸡苗和饲料，累计安排 28名

残疾村民或贫困户就业，带动了王仙镇 190 名

贫困户、90位残疾朋友脱贫。

“ 湖 南 省 自 强 模 范 ”、 株 洲 市

“脱贫之星”及“自立自强户”等，

近年来，蔡良自强不息、带动脱贫

的故事感染了不少人，也让他获得

了诸多荣誉。

但蔡良仍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他又

有 了 新 的 梦 想 。 如 今 的 他 养 成 了

“看新闻、关注最新政策”的习惯，

并经常把乡村振兴相关的微信文章

转发到朋友圈。

之所以今年他要承包种水稻、

开荒平整土地种植有机蔬菜，是因

为蔡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作延伸。

他的设想是，利用山清水秀的自然

条件，开发休闲农庄，发展饮食、

观光休闲项目，带领更多的残疾朋

友和困难村民“站”起来、富起来。

“搞农家乐、做生态农业，是我

个人的梦想，也和生态振兴的目标

是一致的。”他说。

今年中秋，蔡良特地去拜访张

家满，谈到了自己的梦想和困惑。

张家满鼓励他坚持自己做生态农业

的信心。“他告诉我，乡村振兴是大

趋 势 ， 不 要 因 为 一 时 的 挫 折 而 灰

心。”蔡良说。

虽然遭遇资金、营销渠道等瓶

颈，但蔡良对乡村振兴的愿景充满

了信心。回首创业历程，他深深感

激党和政府部门的关怀，他说，“我

想最好的回报是继续做大做强合作

社，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为乡村

振兴奉献一份光和热。”

蔡良（居中）虽然身体有残疾，但

他自立自强、创业致富也乐于帮人一

把。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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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驻村日记

参与抗旱保灌溉，朱朝阳（右）在帮忙铺设引水

管道。（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