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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清安铺村一直在尝试因村制宜，

破局文化振兴。

刘庆国介绍，村里开会讨论过多次，大家

一致认为，清安铺村是有发力文化振兴的综

合优势的。除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交通位

置也很有利。清安铺有株醴城际铁路、320国

道穿过，距离株洲市区和醴陵市不远，都只有

20多公里。

但由于没有形成文化品牌，知道清安铺

村的人还不多。刘庆国说，慕名来到村里的游

客，大多是听说过兰谊学校的醴陵本地人，外

地人很罕见。

乡村振兴战略拉开序幕以来，刘庆国又

涌起了新的信心。“村上的兰谊学校、清安古

街和象尊出土点等，距离都不远，只要好好包

装，做好配套服务等，完全可以形成清安铺村

的文化品牌，以文旅结合的思路谋求文化振

兴的。”他踌躇满志地说。

近年来，刘庆国等村干部去相关上级部

门积极争取项目与资金，醴陵市也曾计划在

清安铺村打造一个项目，将村上的古河道等

水系资源串联起来形成景点。可惜的是，由于

各种原因项目后来没有落地。

张飞龙则介绍，村上也曾邀请从村里走

出去的企业家及乡贤等前来商议，希望他们

能投资村里的文化资源开发，或者返乡打造

相关文旅项目，但没有收到效果。

有没有考虑过到株洲，乃至更远的地方

去进行招商引资？张飞龙坦言，这虽然不失为

一个方法，但具体如何招引企业前来投资开

发，他们并不熟悉与擅长。

值得期待的是，醴陵加强村庄规划工作，

2021年底率先启动了一些村庄的规划编制工

作，其中就包括“文旅产业特色明显的村庄”。

张飞龙说，2021年底以来，相关部门曾就村庄

规划到村里多次调研。

“这或许能成为一个新的契机，助推清安

铺村文化振兴成功破局。”张飞龙说道。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通讯员/文羽纶

“开榨咯！”伴随着榨油师傅黄勇明一声吆喝，

一颗颗经过炒熟、榨油、过滤等工序后的茶籽，就

“变身”一桶桶金黄浓郁、清亮醇厚的山茶油。待检

测后进行灌装，打上“樟霞古树茶油”的标签，一个

茶油品牌诞生了。

“村里终于有了像样的产业，我们的茶油树变

成‘摇钱树’了。”村民们喜笑颜开。

原来，荷塘区仙庾镇樟霞村地处长株潭绿心

禁止开发区，山清水秀是村里最大的优势，如何把

这一生态优势“变现”？村里开启了“头脑风暴”。

去年以来，仙庾镇以“干部能力提升年”活动为

契机，在各村开展“动力党建·实力乡村”工作，旨在

促进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樟霞村经过村民议

事会、党员大会、村两委会多次商议，将目光放到了

与村民世世代代相伴相生的野生油茶上，樟霞村茶

树比人多，全村古树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1.4万亩，树

龄高达 200年、300年的油茶树到处都是，这种古树

茶油比低龄树榨出的茶油滋味更加丰富。

“村里依托万亩油茶林基底，筹资162万元，大力

发展油茶产业，打造樟霞村古树油茶品牌，建设加工、

销售一体化古法榨油坊。”驻村工作队队长杨溪说。

从过去村民零散捡茶籽、榨茶油的生产模式

到如今集规范化生产、研学展示、公开售卖为一体

的樟霞古树油茶坊，改变的不止是一个设备更先

进的榨油坊。

樟霞村党总支书记黄四平表示，此前，村民都

是各自为战，不仅没有专业设备来榨油，也没有渠

道将茶油卖得更远，村民们都是提着茶油，带到集

镇上售卖。“这种小打小闹的方式，让樟霞村这片

天然油茶基地始终成不了规模，村民油茶卖不起

价钱，村里也缺乏支柱产业。”黄四平感叹。

如今，榨油坊古法工艺不变，但设备更先进，

有烘烤机、烧烤房、粉碎机、蒸汽机、制饼机、液压

榨油等，加上村里老师傅十几年榨油手艺的加持，

如今榨油更省时省力、出油率更高、更卫生。

“今年全村茶油产量约 3 万公斤，樟霞古树茶

油坊产出 5000 多公斤，按照每公斤 40 元，预计产

值 80万元，除去成本，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

万元。”黄四平说。

更大的“钱”景在后头。

考虑到榨茶油的附加产值较低，驻村工作队

与村两委向上级部门申请品牌建设资金，着手打

造“樟霞古树油茶”品牌，推进“三品一标”认证，未

来，这个品牌还将结合村民世代油茶文化，打造集

研学、体验、休闲、疗养为一体的休闲文旅线路，提

升价值链。

小油坊
“榨”出致富新希望

樟霞古树茶油坊开榨现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
员/晏嘉薇 凌琳） 日前，市乡村振兴局举

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暨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集中学习，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工作开展。

会上，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漆帅花，作了题为《谱写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的宣讲报

告，围绕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及主要

成果、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等六个

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系统宣讲和

深入解读。

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湘元主

持宣讲报告会。他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是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深刻领会精

神实质、抓好学习培训、坚持学用结合。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以新思想、新方法开创新局

面，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

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的实际行动，

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落地。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攸县

现有易地扶贫搬迁户 558 户 1855 人，近年

来，攸县按照“强保障、稳就业、活产业”总原

则，全面做好搬迁户后续扶持，坚守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力保搬迁户稳增收。

强保障。攸县做好困难家庭摸底，推动

社会兜底保障提标扩面，切实兜牢了搬迁户

基本民生底线。同时，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机制，开展常态化监测预警和动态管理，

对易地扶贫搬迁中的监测户采取针对性帮

扶，确保监测户不返贫。

稳就业方面，攸县摸底数、优服务、多渠

道稳就业，促进搬迁群众就近务工。去年，攸

县易地搬迁就业总人数保持基本平稳，共有

918 人实现稳定就业，全县有劳动能力且有

劳动意愿的搬迁群众就业率为 100%。

活产业，攸县鼓励有自主发展产业能

力、条件和意愿的搬迁群众自主发展产业，

自主发展产业项目与“一镇一特”“一村一

品”融合发展。同时，全县 558 户搬迁户通

过基地务工、土地流转、同业带动等方式与

产业基地产生利益联结，实现产业帮扶全

覆盖。

振兴动态

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赋能乡村振兴

攸县：多措并举
力保搬迁户稳增收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贺韬

1月5日，醴陵左权镇清安铺村。

冬日暖阳洒在村上古街，块块

麻石诉说着百年光阴的故事。车辆

驰过，麻石已现松动破损的迹象。

清安铺村颇有文化底蕴。村上

拥有省级文保单位——兰谊学校

早期建筑群，记录了该村 700余年

历史的《清安铺志》，据称是湘东首

部乡村地方志。此外，村里出土过

商周时期的象尊。

去年 10月底，清安铺村入选省

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又添一块文

化招牌。如何将文化“招牌”打造为

“品牌”？近年来，村里在困惑中求

索，不断寻求破局之道。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之一，也是因村制
宜探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

千百年时光沉淀，赋予株洲诸多历史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有
的已得到妥善保护与开发，也有不少散落在广大乡村，等待在乡
村振兴的新舞台演绎新故事。

对那些有文化资源禀赋的村落，如何挖掘潜力走出一条文化
振兴之路？我们开设“探路文化振兴”栏目，聚焦株洲这片热土上
的文化振兴探索，呈现问题曲折，梳理成功经验，以期带来相关启
发与思考。

编 者 按

古树群，古河道，古桥。

漫步在清安铺村，传统村落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收割后残留稻

茬的大片田野，冬天萧瑟的山峦，

依山傍田的农家院落，构成一幅恬

淡的冬日村庄图。

在清安铺村，丰厚的历史文化

遗存是一笔独特的财富。

清安铺村党委书记刘庆国说，

村里文化资源主要包括3处文物保

护单位，13栋传统风貌建筑，以及古

巷道、古井等。3处文物保护单位有

一处省级文保单位——兰谊学校早

期建筑群，两处醴陵市级文保单位

——象尊出土点、清安古街道。

作为省级文保单位的兰谊学

校早期建筑群，尤其值得一提。

兰谊学校始创于清光绪 24年

（1897年），是在村上刘氏族祠的基

础上创建而成，据称是当时醴陵新

学堂之首。民国 27 年（1938 年）增

设中学，建立私立兰谊中学。1949

年醴陵解放，兰谊中学吸收斯陶中

学合并为醴陵第三初级中学，至今

已有百年历史。

“从这所学校走出了清明廉干

官任知府的张邦柱，军功起家加授

提督的张拔萃，讨袁护法有功于民

国的刘昆涛（建藩）等多位历史名

人。”刘庆国自豪地介绍。

2011年，兰谊学校早期建筑群

被公布为第九批湖南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如今，在相关部门修缮下，

这座具有古典欧式建筑风格的民

国时期建筑，依然焕发着独特魅

力：繁茂的古树环绕，拱形大门的

门楼正中镶嵌着“兰谊学校”四字，

跨进校门，空旷大坪周围有三栋楼

成“品”字形鼎立，中间一栋是两层

的大礼堂，正面外墙为欧式仿古罗

马凯旋门装饰。

两处醴陵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都是 2018 年公布，其中清安古街

道始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巷

道全部采用麻石铺砌，是醴陵市保

存最好的麻石古街之一。

清 安 古 街 道 长 184 米 ，宽 3.1

米。往东北至浏阳，往东通江西为

主干线，主线往西北至省城长沙，

往南则通向攸县、茶陵。现在的清

安古街也是村上的主干道之一，平

时车来人往，街道两边有不少居民

楼与店铺。

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给

清安铺的文化振兴打下了扎实的

“家底”。

酒香也怕巷子深。

在清安铺村，历史文化遗存如

珍珠般散落，村里也曾有一定的发

掘和整理，但至今仍未将其“串珠

成链”，获得更大的知名度。

2006 年初，清安铺人张尧生

主持编写的《清安铺志》问世。该村

志记录了清安铺村从公元 1260 年

至 2001 年，跨度达 700 余年的历

史，据称是湘东首部乡村地方志。

《清安铺志》记载，清安铺历史

上素以驿道“四达交汇”著称，历朝

历代虽然沿袭规模不同，但一直是

交通重镇。元顺帝元统元年（公元

1333年），各地奉诏令设立急递铺，

专为官方传递文书，清安铺即为醴

陵县城总铺下设的 18分铺之一。

村民对清安古街的保护也曾

颇为重视。1999 年冬，清安铺村委

会发出倡议，号召村民捐款集资整

修 古 道 ，由 上 铺 直 至 铺 街 ，长 约

500米的麻石古道基本恢复原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仍然

是村上主干道的清安古街上车辆穿

梭，经年累月之下导致麻石松动破

损。同时，街边的居民也拆旧建新，把

富有年代感的老房子拆除不少。

清安铺村委副主任张飞龙记

得，十余年前，古街两边的传统房

子还有不少，但近年来已越来越少

见。他也听村里老人回忆，清安古

街曾是集镇，布匹店、打铁铺、手工

作坊等店铺成排。每逢赶集节庆，

街上熙来攘往，叫卖吆喝声此起彼

伏，颇为热闹。

略显尴尬的是，除了兰谊学校

早期建筑群得到文保部门的修缮，

村上其余的文化遗存没有得到良

好的维护。尤其是清安古街，“看着

街上每天都有车子在跑，我们是有

些心疼与内疚的。”张飞龙说。

刘庆国带着村干部想过办法，

曾经计划修一条新路，让经过村上

的车辆绕开清安古街，但由于用地

审批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也可以村里自己修缮，但由于

产业基础和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

资金筹措颇为棘手。

张飞龙在村上当村干部近 6

年，是为数不多的返乡青年之一。

据他介绍，由于村上没什么产业，

以前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近年

来，村里虽然有了两三家烟花企

业，能提供数百个工作岗位，但生

产规模逐渐在缩小，三四家农业合

作社也主要是种水稻。

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有针对性

地进行挖掘开发，这些都需要资金

与人才等作为支撑，但刘庆国坦

言，这些目前村里都缺乏。

积淀：历史文化遗存丰厚独特

尴尬：坐拥“富矿”，挖掘开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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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文化振兴

也许是孤陋寡闻，看到清安铺村入选省

级历史文化名村的新闻之前，记者从未听说

过这个村庄。通过逐步了解，记者既被这个村

独特又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深深吸引，又为

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现状可惜。

在这背后，有村里自身的原因。村集体经

济实力相对薄弱，村干部招商引资等能力略

显不足等，都限制了“资源”变“资产”的速度

与进度。反观茶陵县卧龙村，村里携手驻村工

作队，远赴长沙、江苏等地拜访企业，邀请其

到村里来考察投资。在村里努力下，2021 年，

成功引进茶厂盘活了万亩野生茶，让野生茶

变成了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叶”。

更深一层来看，这也提醒我们，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以来，还需在相关梳理总结之上加

强分类引导，更科学合理地优化配置资金、项

目等资源。

去年 12 月，醴陵市发布《醴陵市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案例选编》，通过收录 34 个

村（社区）的案例，梳理总结了资源开发型、产

业带动型、股份合作型等六种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模式。这对其余各个乡村来说，是可学习

借鉴的“教材”，对今后的资源分配来说，又何

尝不是很好的参考依据？

文化振兴也是如此，在乡村振兴的实践

过程中，依然要结合各个村庄的具体情况，

注重阶段性的梳理与总结，然后根据发展情

况优化配置资源。让有优势的村庄变优秀，

有招牌的村庄造品牌，分类引导、精准施策

势在必行。

破局：村庄规划或许是新的契机

发力乡村振兴
还需分类引导

记者手记

清安铺村的省级文保单位兰谊学校早期建筑群清安铺村的省级文保单位兰谊学校早期建筑群。。

清安铺村铺着麻石的古街曾是古代的驿道清安铺村铺着麻石的古街曾是古代的驿道。。（（清安铺村供图清安铺村供图））

清安铺村的省级文保单位兰谊学校的大礼堂清安铺村的省级文保单位兰谊学校的大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