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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沃土 绿色崛起
茶陵县严塘镇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走笔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罗伶俐 段小龙 陈玉明

湘赣苏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
政府旧址所在地、被誉为“红军村”
的湾里村……一个个红色地标，烛
照茶陵县严塘镇的奋斗征程。

加快老区振兴，产业振兴是关
键。从生猪、茶叶等传统产业走向
现代化、规模化，到一二三产业融
合将荒山化为4A级景区，再到69
公里产业道路将全镇农业产业串
联成一条完整的全产业链。在这片
红色热土上，绿色崛起的气息扑面
而来。

永不褪色的红，拔节生长的
绿，相互交映，正成为严塘镇高质
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0月 18日，在位于茶陵县严塘镇的龙

华农牧十里冲生猪养殖基地，记者看到一

幢幢现代化的生猪养殖楼舍拔地而起，自

动饲喂、喷淋除臭、集中送风和空气净化系

统等高科技设施设备齐齐亮相。这个基地

占地面积 5000亩、总投资 20多亿元，这是

长江以南单体最大的养猪场。该项目陆续

竣工投产，为当地提供了上千个就业岗位。

茶陵是传统农业大县，谈起农业这个

话题，严塘镇是绕不过去的。十里冲生猪养

殖基地的现代化生产场景，只是茶陵由传

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在某种

程度上说，严塘镇是茶陵现代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的示范基地，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走在株洲，乃至全省的前列。去年，严塘镇

成功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省级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并获评“全国农

业产业强镇创建单位”。

目前，该镇通过扶持壮大湖南龙华农

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华农牧）、湖

南万樟集团有限公司、海林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海林农机）等 3家国字号

龙头企业（合作社），省级龙头企业湖南龙

灿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灿

茶叶），以及湖南湘冠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茶陵咏兴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16

家农业企业，生猪、油茶、茶叶、脐橙、蔬菜、

花木等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现代农业体系建设的核心是推动产业

链的融合发展，这正是严塘镇近年来深入

实施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扶持项目，带动

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为乡村振兴破题

找到的“金钥匙”。

“我们着力构建农业全产业链模式，不

仅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还提升农业对其

他产业和农户收入的辐射带动效应，尤其

是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经

营模式，对形成企业新的价值链和盈利模

式、拓展农民创业就业空间以及推进食品

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严塘镇党委书记

章啸自信地说。

打造生猪产业链，建设龙华农牧东冲、

后山两个基地，确保 190 万头生猪养殖基

地今年全部竣工投产；积极对接龙华农牧，

力争将饲料场、屠宰场、加工场建在严塘

镇，让“龙华上品”猪肉品牌实现“企业增

效、农民增收、政府增税”的多赢局面。

延伸海林农机延长产业链，新建大米

加工厂，并与龙华农牧生猪养殖基地合作，

提供饲料原材料。

……

随着愈加完善的产业链闭环成型，这

个农业产业强镇正在快速崛起。

荣誉榜（摘选）

●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单位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创建单位
●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国家级AAAA景区：中国花

湖谷景区

严塘是一块红色土地，这里走出了 6 名共和国

开国将军，在册烈士有 1044名，湾里村被誉为“红军

村”，留存了湘赣苏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茶

陵县苏维埃政府，以及政治保卫局、工农红军独立师

办事处等红色旧址，这里被中宣部、文旅部确定为中

国第 8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井冈山—株洲”的重要

节点。

傍着巍巍高山，泛着红色星火。轰轰烈烈的革命

战争年代，为严塘镇留下了宝贵、丰富的红色资源，

为创建红色名镇积淀了丰厚的“红色家底”。该镇依

托红色资源，激发“红色力量”，着力打造集红色旅

游、红色教育、红色研学为一体的特色镇。

用好这股“红色力量”，严塘镇汇聚起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合力。

今年 4月 28日，为贯彻落实干部能力提升年活

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严塘镇举行 2022 年入

党积极分子集中培训。该镇充分利用湾里村丰富红

色资源，采取“理论+实践”的形式，组织 12名入党积

极分子参观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军故事街、独立师办

事处等红色旧址，让他们感受红色政权的峥嵘岁月，

感受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

理念指导行动。今年五一期间，这 12 人主动请

缨，参加志愿服务，到疫情防控一线值班卡口，用实

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入党积极分子形象。

7月上旬，严塘镇挂牌成立了基层党校，将党校

培训工作与“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相结合，打通基层

党员干部教育“最后一公里”。

随着党员教育培训班的多次举办，不少乡村党

员对本土红色历史有了新认识，对做好乡村工作有

了强大信心，对做好基层治理有了新想法。对此，龙

华农牧东冲基地相关负责人感慨颇深：“村里党员干

部的战斗力很强，项目推进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都能

在村内妥善解决！”

如今的严塘，红色血脉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和

革命精神正凝聚起推动严塘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

茶陵是中国唯一以“茶”命名的行政县，“茶陵红

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县有茶叶面积 13.5万亩

（含野生茶），其中茶叶种植面积 3.5万多亩，主要集

中在严塘。目前，该镇新建八角寨茶博园 1万余亩，

与龙灿茶叶 4000亩的生态茶园，连成了 19公里的茶

产业道路，形成了省内单体面积最大的万亩茶园。

经过多年发展，严塘镇在加工、储存、销售、品牌

创建、生态旅游等全产业链上全面发力，实现了茶叶

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由低端产业链迈向高端产业链。

在这里，采茶成为美景。每年三月，龙灿茶叶基

地上身着统一服饰、带着斗笠、挎着竹篓的采茶女，

哼着小调，采摘新茶。碧绿的山涧、淡淡的茶香、美丽

的姑娘、欢快的歌声，构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

湘赣边的游客，来此采茶、踏春，体验生活。

在这里，制茶成为艺术。在龙灿茶叶、八角寨茶

博园的半山腰，茶叶加工车间建成开放，特别是龙灿

茶叶加工车间采用全景玻璃外墙，透过玻璃能清晰

看到，制茶师将新摘的茶叶用古法加工，好似艺术表

演。心动的游人，还能进入车间体验，亲手制茶。

在这里，品茶成为享受。得益于冷链仓储项目的实

施，在严塘的茶叶基地，存放了不少成品茶，良好的储藏

条件有效地保证了茶叶品质。从冷库里取出的成品茶，

用热水冲泡，不一会儿嫩绿的叶片就悬浮在茶水中。

在这里，卖茶成为特色。严塘茶叶不愁卖，已成为

当地茶农的共识，这也是严塘镇积极推动茶叶品牌建

设带来的效果。目前，随着“湘赣红”“茶陵红茶”“云阳

山”等品牌做大做强，严塘生产的茶叶远销全国各地。

随着茶叶产业链不断完善，严塘镇推动形成一

个以茶产业、茶文化为脉络，覆盖旅游、休闲、度假的

特色红茶重镇，真正走出了“以茶助振兴、以茶促增

收、以茶保生态”的发展新路。

10 月 19 日，骄阳灼热耀眼，记者来到

湾里村，沿着宽敞的柏油路进入村内，茶陵

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最先映入眼帘。穿过村

道，很快一条古街出现，富有年代感的房

屋、标语，独居特色的墙绘，整齐摆放的红

缨枪，仿佛把人们带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

革命峥嵘岁月。

这是中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

色文化园项目，项目由万樟集团公司分两

期建设。目前，一期建设已完成，并于 5 月

对外开放。

湾里村党总书记张陈生告诉记者，依

托红色旅游，该村每年村集体收入增加了

十余万元，而且山上土地流转给万樟集团，

只要人勤快，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务工，此外

还有红色旅游带来的民宿、餐饮收入，村民

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在不断提升。

中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

化园只是中国花湖谷景区的组成部分之

一，也是严塘镇依托独特的红绿资源，发展

旅游产业，打造红色旅游景区、湘赣边乡村

振兴示范区的一个样板。

把荒山变青山，融一二三产业，4A 级

景区中国花湖谷应运而生。该景区是茶陵

县实施“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品牌

项目，由万樟园林投资建设，景区由大花

海、大湖泊、大峡谷、中国·湾里红湘赣革命

根据地红色文化园组成，总面积200平方公

里，是集红旅、农旅、茶旅、文旅、休闲度假、

森林康养、红色研学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从传统农业到农旅融合，严塘镇走在

茶陵乃至株洲前列，被列为茶陵全域旅游

的重点乡镇。2021年 3 月 1日，湖南省发改

委公布严塘镇为 2021 年度省级农村产业

融合示范园创建单位。目前，该镇引导和助

推万樟园林修建了 69 公里游道，横穿全

镇，将沿途的油茶、茶业、黄桃、水稻等产业

区变成景区，使其成为镶嵌在湘赣边的一

条璀璨的“珍珠项链”。

如今，随着严塘镇正逐步释放红色旅

游带来的经济功能，架接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之桥，将红色文化与绿色资源融合起

来，将红色的“面子”变为旅游的“里子”，带

动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

秋阳透过森林，穿过绿叶，普照大地

……闭上双眼，位于严塘镇深处的和吕村

处处可以“森呼吸、林距离”。如果你厌倦了

城市的喧嚣，不妨驱车前往和吕村，在和吕

石峰仙森林康养中心住下，体验“蝉噪林愈

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和吕石峰仙森林康

养中心依山傍水，汇聚山水风光，四周群山环

绕，似乎在山林间开辟了一方人间净土。

近年来，严塘镇坚持以生态立镇，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丰富

森林康养资源，努力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力争将生态效益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

目前，和吕石峰仙森林康养中心，被列为

第一批省级森林康养基地，规划面积达200

公顷，景观秀美，拥有天然瀑布资源，是休闲

避暑康养胜地，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

吃到康养产业红利的严塘，今年又加

快推动“茶博园”建设，利用八角寨茶叶基

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建设 300栋“看得是湖

景（东阳湖）、望得到星空、留得住乡思”的

网红民宿，实现茶旅融合发展。

同时，该镇加快推进 S337一期工程建

设，全力打通和吕通往井冈山的省际公路，

把严塘全域旅游片区打造成为井冈山的后

花园、湘赣边区域合作的先行区。并借助万

樟集团带动力，在和吕、湾里、高径等村发

展乡村民宿、乡村美食、乡村垂钓等互补旅

游产业，打造湘赣边乡村旅游新业态。

5 生态发展 建设康养新镇

7 月上旬，严塘镇玳溪村村民陈军的

水果玉米迎来丰收，亩产达 1000 公斤，产

量达 120万公斤。短短半个多月，这批玉米

经村民采摘、打包和装车后，销往粤港澳大

湾区。水果玉米的丰收不仅让陈军致富，还

带动当地 60余名农户增收。

陈军水果玉米产业风生水起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严塘镇探索推进村级供销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信用服务社的“三社

合一”农村综合改革，建立与龙头企业股份

合作、相互支持、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持

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去年来，严塘镇以镇级“三社合一”服

务中心为支撑，村级“三社合一”服务站采

取“党支部+服务站+农户”的办法，向农民提

供资金互助、农资供应、产品营销等服务。

在严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谭启宏看

来，“三社合一”的核心在于助力农村产业

发展，带动村民征收。借助“三社合一”平

台，严塘镇为农业产业发挥提供充足资源，

也拓宽了销售渠道。

去年底，龙灿茶叶需要大量务工人员，

严塘镇通过“三社合一”平台，联动杨塘、沙

江、黄河 3 个村级劳务公司，召集采茶工，

给村民带来了就业机会。

通过“三社合一”，严塘镇不断拓展产

业服务功能，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特别是统

一农资购，破解农资“保障难”问题；提供劳

务协作，破解生产“缺劳力”问题；开展信贷

服务，破解发展“缺资金”的问题；加强技术

服务，破解致富“缺技术”的问题；实行统一

销售，破解销售渠道“难提升”的问题。

一组数据反映“三社合一”带来的繁荣

农贸：2021 年，村民在镇内实现劳务收入

超过 5000 万元，其中龙华农牧发放 4000

万元以上，万樟给黄河村、长江村发放 500

万元以上，龙灿茶叶给杨塘村发放 200 万

元以上，老百姓的钱袋子真正鼓起来了。茶

陵农商银行严塘网点存款净增 1.2亿元，较

上年翻了一番，该网点成为茶陵首家存款

过亿的网点。

1 全链发展
打造农业强镇

2 赓续血脉
激活红色名镇

3 深耕茶叶
创建红茶重镇

除署名外，本版图片均由严塘镇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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