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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
洲平 通讯员/龙利霞） 2月 21日
上午 8时许，在茶陵县利民办事处
桥边村的购忆家庭农场果蔬育苗
基地里，工人们正在将 2万株预定
好的西瓜苗打包装车，准备运往
腰潞镇横屋村的种植户手中。

在茶陵县购忆家庭农场育秧
大棚内，地面铺就的白色薄膜整
齐地分隔出一方方土地，上面摆
满了蓝色塑料制作的营养钵，钵
内一株株绿色的幼苗涨势良好，
充满生机。目前，在大棚内有茄
子、苦瓜、西红柿、辣椒、西瓜等幼

苗。棚内一块空地上整齐地摆放
着一堆密封好的纸箱，里面是连
同营养钵一起打包的西瓜幼苗，
准备当天发运。

“我们的西瓜苗移栽存活率
高，近期是西瓜移栽的最佳时期，
所有订单都赶着发货，两天销售
了近 8 万棵。”茶陵县购忆家庭农
场负责人李会平介绍，该农场通
过营养钵育苗，一次育苗达 200
万株，是茶陵县第一家规模化的
果蔬育苗基地，农场主要根据订
单进行育苗，目前棚内幼苗均为
年前农户所下订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
洲平 通讯员/谭斌斌 彭玉婷）
眼下，正是春耕的好时节。2 月 21
日，在茶陵县界首镇白沙村，村民
们在林业技术员的指导下，进行
打窝、扶苗、填坑等作业，栽种油
茶苗。不一会儿，一片片新栽的油
茶树苗挺立在春风里，扮靓荒山。

白沙村是茶陵县松材线虫
病 的 主 要 疫 区 之 一 ，为 控 制 疫
情，充分利用山地资源，茶陵县
林业部门经科学调研，决定种植
不易传染松材线虫等病虫害的

油茶来扮靓疫区山，并采取聘请
村民务工栽苗、油茶收益全部返
还村民的模式，鼓励村民们发展
油茶产业。

该村有 1000余亩的松材线虫
病疫区，已全部规划种植油茶。目
前，山上的 300 余亩松树已被清
理，松材线虫也被消杀，光秃秃的
山头为油茶苗的移栽提供了良好
的作业环境。“去年开始整地，全部
栽完估计要到明年的二月份才能
栽完。”茶陵县油茶协会会长刘运
华说。

白沙村：油茶绿“病山”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赵小山 李舟洋 陈文茜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渌口区聚焦发展
方式单一、内生动力不足、特色品牌不多等
问题，通过实施一村一策、推行“三变”改
革、强化人才带动“三步走”，做大做强村级
集体经济。2022 年，该区“薄弱村”全面消
除，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创历史新高。

一村一策明方向

2 月 18 日，龙门镇李家村的竹木加工
厂，成百上千根楠竹码放在地，切割机、破
片机等机械隆隆作响，工人们操作着设
备，将竹子变成竹筒、竹片，再变成竹筷、
烧烤签、牙签等。

李家村楠竹资源丰富。去年，在市派
驻李家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将闲置的
原长冲中学改造成竹木加工厂，可年加工
楠竹 7000 吨以上，每年可为村民增收 300
余万元、村集体增收约 50万元。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摸清家底是前
提，找对路子是关键。渌口区坚持高位推
动，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区委副
书记、区长任组长的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五年行动计划和

“消薄”集中攻坚工作实施方案。按照一村
一策的思路，该区 34 名区领导、102 个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89 名驻村队员全面下
沉，与薄弱村和培优村开展结对共建。

绘好“路线图”，明确“责任书”。该区
将“消薄”“培优”工作与干部奖惩和使用
挂钩，对年内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总量或
增量在全区中排前 10 名的村书记和村集
体，分别给予 3000 元至 10000 元/人、5 万
元至 20 万元/村不等的资金奖励，并明确
未完成“消薄”任务的村，村书记予以免
职，镇和结对单位主要负责人、驻村干部
及相关责任人当年和次年不得提拔重用
和评优评先。同时，定期组织开展村集体
经济发展“看学议”活动，让各村在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中获得动力。

改革创新挖潜力

龙船镇河包村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的主产区之一，过
去，各家各户分散种植黄辣椒，也没有统一
定价，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带动增收效应。

2019年起，河包村积极推进“三变”改
革，以“党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形
式，依托村集体股份制经济合作社，成立
河包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短短几年，
村里从“各卖各的”变成“抱团发展”，从

“卖辣椒”到“卖辣椒制品”，村集体经济收
入由不足 5万元上升至 50多万元，村民与
村集体成为“利益共同体”。

近年来，渌口区深入推进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三变”改革等工作，130个涉农村
社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顺利完成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银行开户、挂
牌授信等工作；16 个村率先“吃螃蟹”，依
法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制定完善
股权设置、股份量化、股权管理、集体收益
分配等具体细则。目前，共发放股权证书
9642张，放发率 100%。

该区全面梳理整合村级资产资源，建
立名册台账，引导乡村因地制宜，通过承包、
租赁、参股合作等多种方式，盘活“沉睡”资
源，实现保值增值。同时，创新农业生产托
管社会化服务模式，引导农民将农务集中
归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再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统一安排精耕细作。去年，该区约 20%的农
耕土地完成社会化托管，受益农户逾 8000
户，其中金华村 2600余亩耕地实现整村托
管，让土地和农村劳动力得到“双重释放”。

人才引擎强动能

2 月 17 日，渌口区“红美人”柑橘种植
技术培训会在南洲镇横江村举行，区农业
农村局组织专家现场授课、答疑，帮助农

户提高种植和栽培管理水平。

去年来，该区组织区、镇、村干部前往

浙江、四川等地，考察学习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诀窍和先进种养殖技术，成功引进

“红美人”柑橘、鲜食玉米等农产品，着力
培育特色都市农业品牌。

高质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离不开人
才支撑。该区积极借外脑聚内力，创新开展

“院地合作”。去年，柏连阳院士创新团队渌
口区工作室在龙门镇果田村建立，根据协
议，工作室重点围绕镉低积累水稻示范推
广、稻田土壤环境提质、水稻绿色高效丰产
栽培技术体系等关键环节，与渌口区开展
为期 3 年的合作，为全区农业产业发展提

供智力支撑和科技保障。

同时，积极实施“科技强村”战略，邀

请省市百余名科技专家负责联村技术指

导，遴选 40余名科技特派员开展精准实操

教导，并建立驻镇驻村巡回机制，着力解决
农业产业政策不熟、技术不精、效率不高、
产值不多等问题。该区还与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人才培养战略同
盟，推动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开展

“田间课堂”、新型经营主体培训、基层党组
织带头人培训、种养殖业技术专题培训等
各类培训 100 余批次，为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厚植本土人才优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
世伟 通讯员/赵荧星） 眼下，正
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期，炎陵县尽早
部署，多方组织货源，全力保障春耕
农资需求。全县共储备杂交水稻种
子 45 吨、肥料 3500 多吨、农药 35
吨、农膜 3500 公斤，确保了农资市
场货源充足。

今年，炎陵县计划粮食种植
面积 18 万亩、产量 8.72 万吨。为确
保全面完成春播任务，该县从农
业、畜牧、林业、农机等部门抽调
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一线、田间地
头，广泛宣传今年中央 1号文件精
神及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开展技
术服务、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活
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现已开展
以高山水果、茶叶、蔬菜种植为主

的职业农民培训班 10 多期，培训
农民 1000 多人，现场指导农民生
产 2000多人次。

该县农业、供销、金融等部门
积极筹措资金，调运化肥、农膜、
种子（种苗）等农资，确保春耕物
资供应充足。目前，全县 90余家农
资经销已调运储备各种春耕生产
物资，确保了种子、农药、化肥等
农资供应充足。

为确保春耕生产不误农时，
该县组织农机检修服务技术人员
100 余名，指导和帮助农机手调试
和检修各类农机具，开展水稻育
插秧机械化技术培训。目前已检
修各类农机具 1000 余台（套），推
广销售农机 200 余台（套），保证农
机具以良好状态投入春耕生产。

炎陵县：农资保稳供
眼 下 正 值 春 耕 备

耕 的 关 键 时 期 。连 日
来，渌口区农业农村局
组 织 开 展 专 项 检 查 行
动 ，加 大 对 辖 区 内 种
子 、农 药 、化 肥 等 春 耕
农资监管检查力度，严
厉 打 击 销 售 假 冒 伪 劣
农资产品违法行为，督
促农资经营户诚信、守
法经营，完善和规范进
销货台账，确保农民用
上放心农资，护航春耕
生产。图为执法人员在
农资经营点检查。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邹 怡 敏 通 讯 员/
高冰捷 摄

“购忆农场”：果苗俏市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毅 通讯员/陈君） 日前，醴陵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历新年后

“第一讲”开讲，宣讲党的二十大
精神。省党员教育培训师资库讲
师、“湖南好人”宣讲团成员赵石
毛应邀作专题辅导。

“虽然在全国讲过 200多场党
课，但专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赵石毛直言
不讳，表示有压力。他认真研读党
的二十大报告原文，对照宣讲题
纲，反复练习。

赵石毛从党的二十大的主
题、主要成果、过去 5 年的工作和

新时代 10年的伟大变革等 5个方
面，引用报告原文 31 处，对党的
二十大报告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
入解读。同时，结合个人工作经
历，把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党
建引领创新发展、红色清廉家风
建设紧密结合。他全程脱稿，深入
浅出，充满激情，讲到精彩处，现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宣讲主题鲜明，充满感情。
我也会走进学校、社区，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联系实际讲好家
风建设的故事。”听完宣讲后，醴
陵市“道德模范”宣讲团成员何
正招说。

渌口区：“三步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醴陵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新年“第一讲”开讲

渌口区：护航农资备春耕

他，有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圆圆的脑
袋，高挺的鼻梁，红润的脸蛋，宽宽的嘴巴，
胖胖的身子，肉嘟嘟的手臂。他喜欢剪各种
各样的发型，有鲨鱼的，有老虎的，还有闪
电的。

他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小书虫，平时一
有空便拿出书来看。他读过很多书，有名著类
的、科普类的、童话类的，数不胜数，每次他看

书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叫他，他都好像没有
听到一样，一直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他可能
认为读书是最幸福的事情。

他还是个关心他人的人，当别人有不会
的题目，他会非常耐心地教别人，努力让别人
听懂、弄明白。当别人摔跤时，他会上前把别
人扶起来，并安慰别人。

现在，你知道他是谁了吗？

一年之计在于春，走
近春天，你会发现万物复苏，

花红柳绿，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
放。有粉红的桃花，娇柔的玫瑰花

……而我最喜欢的是家乡那金黄色的油菜花。
今天正好是双休，晴空万里，我们一家人有说

有笑地回到老家来踏青。一下车，我们就被淡淡的
清香包围了。举头望去，金黄一片，像是给大地铺
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向远方延伸，一直伸向天
边，菜天相连，真是美丽极了。我迫不及待地往油
菜地跑去。

油菜花已经开了不少了。叶子挨挨挤挤的，像一
把把碧绿的小扇子，枝细长又笔直，它的花瓣有的全
部张开，露出了笑脸；有的才微微张开，像害羞的小
姑娘；有的还是花骨朵，含苞欲放。走近细看，油菜花
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她没有玫瑰的娇柔，也没有牡
丹的富贵，更没有桃花的粉嫩，她只有简单的四片小

花瓣，普通的金黄是她全部的色彩。这么多的枝和小
花连在一起，所有的花瓣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形成
了一片金色的花海，那耀眼的金黄，比阳光更加绚
丽。看着看着，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朵油菜花，披着
黄衣裳，风一吹，我就翩翩翩起舞，风一停我就停止
了舞蹈。

我忽然对正在为弟弟拍照的妈妈说：“人们为
什么种这么多的油菜啊？是为了给大家欣赏，还是
为了点缀春天？”妈妈放下手机，抚摸着我和弟弟
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不管其他花有多么美丽，我
只钟爱油菜花。油菜花的花期大多是半个月左右，
每朵花凋谢之后都结成了许多小籽粒，那就是油
菜籽。因为它除了可以观赏外，还可以榨油，榨出
来的油叫菜油，菜油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当药材
消肿解毒。我希望你们也像油菜花一样，不光“美
丽”，而且对社会有用……”我和弟弟似懂非懂地
点点头，也被这单纯的花香陶醉了。

我的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
厨房是一个音乐厅，妈妈是这里的演奏家，每

天演奏着幸福的乐曲。当洗菜时，水龙头发出“哗
哗哗”的声音，仿佛在弹琴；当洗完了菜时，菜板发
出“咚咚咚”的声音，仿佛在打鼓；当把油倒进锅子
里，“噼里啪啦”，仿佛在跟火苗共舞。

卧室是一个音乐厅，我是这里的演奏家。每天

演奏着快乐的乐曲。当我开心的时候会在沙发上
跳来跳去，沙发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仿佛在
弹钢琴；当我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床发出“吱吱
嘎嘎”的声音，好像在说，很晚了，应该睡觉了，听
到了床的召唤，我立马扑进温暖的被窝里。

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东西
有不一样的音乐。我喜欢我家不一样的音乐厅。

小狗
外国语石峰学校1805班 龙嘉祺
证号：22031220035 指导老师：张婕

有人喜欢的动物是小猫，有人
喜欢的动物是仓鼠，还有人喜欢的
动物是小鱼。而我喜欢的动物是外
婆家的一只小狗。

它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
起来非常有精神。它的毛发非常洁
白稠密，从不沾一点儿污泥。它的双
脚粗壮有力，跑起来特别快。它的尾
巴总是一摇一摆，从不停。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
亲；用头蹭你的腿，把头伸过来让
你给它抓痒。或是在你看电视的时
候，用它那毛茸茸的小爪子摸你的
脸。它要是不高兴，无论谁怎样安
慰，它也一声不吭，连摸一下它也
不行。

有一次，我带小狗出去玩，我
向远方丢一块大骨头，只见小狗
纵身一跃，向骨头飞奔而去。它把
骨头带了回来，呆立在我面前，跟
讨赏似的。于是我拿出了一个大
鸡腿给小狗，小狗狼吞虎咽地吃
了起来。

小狗真聪明，我真喜欢它！

我们家养了很多蚕宝宝。有一次，我不会
写“蚕”这个字，妈妈说：“它们是天上的虫
呀！”我想了想，哦！原来就是上面一个“天”，
下面一个“虫”字呀！

糟糕了，我最喜欢的一条大蚕宝宝被我
带到学校去了，和同学们的蚕宝宝混在一起
了，这下该怎么办呀？我都急哭了。我的好朋友
们决定和我一起寻找这只可爱的大蚕宝宝。于
是，我向我的好朋友们描述到：“它是一条可爱
又滑稽的蚕宝宝，它的屁股上有一个小三角
形。摸摸它的头，立马就会变大，特别特别的

圆，它也是我们班上最长的蚕，从头到尾一共
五厘米左右呢！”突然，有一位同学跑过来说
到：“这是你的蚕吗？我的蚕没那么长。”我看了
看，这就是我的蚕宝宝。我对她说：“谢谢你帮
我找回了蚕宝宝！”她跟我说：“不客气。”因此，
同学们都把我的蚕宝宝叫做“小淘气”。

有一天，“小淘气”变成了一条黄得亮眼
的蚕，我以为它生病了，急急忙忙跑去问爸
爸，爸爸告诉我：“为了让它更可爱，我们给它
吃了有黄色色素的桑叶。”哦！真是虚惊一场。

我真的太喜欢我的蚕宝宝啦！

炎陵县城南小学2001班 肖靖轩 证号：22101870525 指导老师：潘少荣

声之歌
八达小学34班 滕飞 证号：22011000141 指导老师：蒋代

猜猜他是谁
美的学校2006班 涂斯宸 证号：2201249054 指导老师：代娟娟

油菜花真美
丽

我的动物朋友
荷塘小学1805班 叶晓可 证号：22010950013 指导老师：何鑫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