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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应以
人民至上

肖 蓉

近日，本报相继推出《炎陵县：文明
风来满眼春》《渌口区：“创文”成常态，文
明 花 长 开》等 报 道 ，各 县（市 区）以 人 为
本，人民至上，把“创文为民、创文惠民、
创文靠民”的理念融入中心工作，文明之
花 的 清 香 宛 如 这 9 月 里 的 桂 花 ，扑 面 而
来，沁人心脾。

创文为民，让城市更有“温度”。创文，
不仅仅是为了创而创，而是通过创文这个
载体，扎扎实实解决好城市生活中影响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的痛点、堵点问题。渌口
区的做法值得点赞，创文不是做一时的表
面功夫，而是推进创文常态化、长效化、制
度化，让文明之花在“青春渌口，创业新
城”长开长盛。创文为民，即要通过创文，
带来城市功能的根本完善、环境的全面优
化、形象的整体提升，又要把提升城市品
质和提升市民文明素养结合起来，增强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步改善，推
动文明城市建设由成果巩固转向内涵提
升，不断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创文惠民，让百姓更加幸福。创文为
民，更是为了惠民，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
在在的实惠，是创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
炎陵县、渌口区的文明创建工作中，我们
看到，聚焦群众反馈的问题，帮助群众及
时解决问题，创文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
无处不在：市容市貌美丽整洁，道路交通
井然有序，集贸商场宽敞明亮，老旧小区
面貌焕然一新，邻里关系和谐友善……创
文所带来的良好的生活环境、优化的公共
秩序、诚信的市场环境、积极的文化环境，
是提升居民幸福指数的“必胜法宝”，群众
的高满意度才是创文惠民的“完美答卷”。

创文靠民，让文明根植于心。群众是
创文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高质量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需要每位居民的热情参与。
炎陵县就充分发挥了“志愿者”在文明实
践中的主体作用，开展各种主题活动，真
正让新时代文明实践内化于心、外化于
形，在群众中落地生根。文明创建没有局
外人，政府部门要整合社区各类资源，发
挥党员、志愿者、离退休干部等力量，以创
建促和谐；要发挥主导作用，集民力、汇民
智、聚民心，把各项创建任务、举措落实到
基层，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
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共同缔造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群
众要发挥主体作用，拿出主人翁的姿态，
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维护公序良俗，形成
共创文明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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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水口好地方 干出好光景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邹凯 宁泳丞

金黄的稻谷、火红的辣椒，瓜果蔬
菜压弯了枝头……金秋九月，炎陵县
水口镇水口村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行走在水口村，只见整洁干净的
村道、鲜花环绕的民宿、五彩斑斓的彩
绘墙，村民们三三两两来到文化广场
上休闲健身。“水口是个好地方！”这是
毛泽东当年来到水口村说的一句话。
如今，在市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
（以下简称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水
口村的变化日新月异，特色农业越来
越兴旺，设施越来越完善，乡村“颜值”
越来越高。

●特色农业，助村民增收

8 月 24 日，烈日下的水口村富硒
稻鸭水稻种植基地，禾苗在抽穗。田
间，一群鸭子在禾苗下穿梭，捕食虫
子。在市农科所专家指导下，村民们拿
起喷雾器，给禾苗喷洒富硒肥。

“通过施用富硒肥，每公斤稻谷富
硒含量增至 300 微克以上。”市农科所
总农艺师龚建华介绍。

这是水口村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
缩影。“农业产业化，要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来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的黄革平担任驻村工作队长，队员们
和村支两委，经过考察，多次商讨后，
决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水口村共有农田面积 1300 亩，其
中优质稻种植基地 800亩，过去沿用传
统种植方式，效益上不去。今年，驻村
工作队牵线，水口村与市农科所合作，
建设富硒稻鸭水稻种植基地，采用全
自然耕作模式，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在稻田放鸭，让鸭吃虫、中耕，利用鸭
粪做农家肥。在有机水稻抽穗前、中、
后期，三次喷施有机硒肥到叶面上，提
高水稻的硒含量。较于传统种植方式，
富硒稻鸭水稻亩产可增收 3000 余元。
按照计划，今年先试发展 30 亩，3 年内
扩至 500亩。

沿着公路来到 1 公里外的洣水河
边，尽管气温近 40℃，但这里垂阴相
荫，河风徐来，送来阵阵清凉，让人心
旷神怡。

堤内，黄桃、李子等果树长势喜
人。“这里生态优良、土壤肥沃，适合种
植水果，但土壤不含硒。按照‘人有我

优’的原则，我们将原先的黄桃产业园
提档升级，通过规范化种植，打造富硒
水果产业园，提升水果品质。”黄革平
兴奋地说。

来到赖家组的蔬菜基地，只见部
分菜地种上朝天椒，红绿相间，甚是好
看。几名椒农头戴遮阳帽，正在忙碌
着，脸上写满丰收的喜悦。

黄革平介绍，村里在黄家组、赖家
组建设富硒蔬菜园，规划面积 100 亩，
今年已有部分菜农改种朝天椒，明年
种的人会更多。

产业发展快，全靠能人带。种粮大
户罗世明带头种植富硒稻鸭水稻，水
果种销能人朱品华带头发展富硒水果
产业，“土豆大王”郭晓利引领村民发
展富硒蔬菜。

下一步，水口村还将发展富硒猪、富
硒鸡鸭，做大特色农业，增加村民收入。

●完善设施，让乡村“变脸”

青山叠翠，溪流清澈。走进水口
村，只见清洁的乡村公路蜿蜒于青山
绿水间，路旁各色鲜花盛开，农舍错落
有致，宛如一幅靓丽的山水画。

地处洣水河边的水口村，过去常
有水灾发生。驻村工作队多方筹资 10
万元，将 1公里长的洣水河堤加固加高
0.5 米，消除了洪水隐患。后又筹资 36
万元，先后硬化水渠 3600 多米，使 600
多亩农田不再“靠天”吃饭。

工作队筹资 50 万元，在村部前坪
建起 1700 平方米的生态停车场、乡村
大舞台。筹资 20 万元，建起红色主题
纪念馆，内有浓缩水口镇 6 个红色纪
念地的情况介绍，有直观的沙盘、实
物等。

当地村干部介绍，过去公路两旁
路灯用的是白炽灯，电耗高、效果差，
简陋且影响美观。今年来，驻村工作队
筹资 40 多万元，实施亮化工程，在 106
国道两旁安装太阳能路灯 244盏。这些
路灯均为太阳能凤尾灯，非常美丽，并
带有大红广告宣传牌，既美化喜庆了
村里，又宣传了水口村。这条美丽的路
灯带，长达 3 公里，不仅使村民们出行
更加便利，且使乡村更显美丽与大气。

如今的水口村，处处透着精气神，
展现新气象。

黄革平正在查看黄桃。黎世伟 摄

走近新“村民”
“我当工作队队长，就是想把自己的所

学、所用结合起来，帮老百姓干实事，让村
民富起来，让乡村美起来。”9月 5日，驻村
工作队长黄革平，见到记者第一句话就这
么说。

今年 3月初，到炎陵水口村驻村后，他
带领队员走访农家，与村干部、村民们促膝
谈心，听取意见与建议，回到株洲后，向单位
领导反映情况，寻求支持，回去再制订乡村
发展规划。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黄革平加大了走
访力度，每到一地，他都跟村民们打招呼，
大家有说有笑。“食立饭了冒”“做玛格”，
记者细心地发现他尽管驻村不久，但能

“溜”几句当地的客家话。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一直是驻

村队员们服务宗旨。为了水口村的发展，
他们费尽心思，吃过不少苦。

今年 8 月，一处水坝毁坏，影响农田
灌溉。驻村队员们带领村民奋战两天时
间，背来石头修复堤坝，使 500 多亩农田
不再“口渴”；村里的水渠年久未疏，容易
发生堵塞，驻村队员们带领村民不分昼
夜，及时清理水渠中的杂草，从而使得水
渠通水顺畅。

农忙插秧季节，村民邱耀理家种了
2 亩多水稻，因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无人
插秧而发愁。驻村队员们头顶烈日，组
织村民来帮忙，经过两天奋战，帮邱家
全部插完。

黄桃销售时节，黄革平看到有的村民
销售困难，带领驻村队员利用后盾单位、

“朋友圈”等渠道大力推销黄桃。联系销路
后，他又带领驻村队员、村干部一起选果、
装箱、装卸车，共销售黄桃 3000公斤。

官仓下村支书欧石球向记者说起这样
一件事，该村原属水口村帮扶片区，去年起
划归其它片区，来自市水务集团的驻村队
员尹开勇仍经常协助官仓下村管理自来
水。去年，官仓下村自来水厂遇季节性缺
水，导致一些农户用水难。他不顾危险，在
海拔 800多米高山上，翻山越岭，四处寻找
新的水源。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先后 5次
努力，他终于在 6 公里外的一个名叫铁坑
的地方找到了新水源。如今，新水源饮水施
工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为改善水口村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来
自市乡村振兴局的驻村队员马俊峰多方
奔走，筹资 20万元，修筑水渠 2000米。

特色生“金”
钟勇 炎陵县乡村振兴局综合股股长

在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驻村工作队把
提升农产品档次，提升核心竞争力，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来
抓，算是找准了努力方向。

水口村是农业村，产业以种植为主，但传统的种植模
式，没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水口如何实施乡村振兴？驻
村工作队不是盲目跟风，而是经过科学研判，努力发展特色
农业，充分发挥能人作用，走上了一条产业发展快车道，让
农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附加值增大，让村民们赚到了更多
的钱，值得其他驻村队员借鉴。

乡村观察

喜看新村貌

土豆丰收了。凌显富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