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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600多米的蓬源峰是蓬源仙森林公园的主峰，

站在峰顶，眼前是林木苍翠、云雾缭绕、一座座风电机舞

动叶片的优美风光。

“天气晴好、视野开阔的时候，从这里可以看到长

沙。”刘晓贞介绍说。

在发力乡村振兴的思路上，刘晓贞和刘必武再次

“想到了一块”。他们都认为，蓬源仙森林公园是支撑村

里振兴的独特优势，只要开发成功，龙潭村的文旅产业

“钱”景非常广阔。

他们也有共同的目标，就是继续完善旅游设施，打

造 3A级景区，先把人气聚起来，然后带动黑山羊等土特

产品销售，切实让村民受益增收。

完善村里基础设施时，工作队和村里就想到了为文旅

产业发展“铺路”。经过工作队多方争取，去年6月9日，蓬

源峰2.3公里旅游公路项目全面铺开。开工后，刘晓贞顶着

烈日酷暑，几乎天天守在工地，严把工程质量、进度关。

经过一个多月建设，总投资 180 万元的公路竣工，

这条水泥混凝可方便游客直接将车开到蓬源庙脚下，感

受更佳的驾驶和游览体验。在蓬源峰顶，村里也建设了

服务中心、可搭帐篷的多个观景台。

勤补短板，成效喜人。刘晓贞说，去年国庆假期期

间，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旅游观光，帐篷出租供不应求。

“最多的时候，每天有 2000 多名游客，从事餐饮的饭店

人多得没地方下脚。”

但由于蓬源峰位于三地交界，村里与临近属于衡东

县的村庄没有完全协商好，一些旅游开发暂时搁浅了。

“这周我们打算和工作队一起，再去隔壁的村和镇上深

入沟通，商量怎么一起开发的事情。”刘必武说道。

站在蓬源峰顶，记者看到一种鲜明的对比，在龙潭

村上山的方向，混凝土路顺畅地向山顶攀升，而看向衡

东境内的上山道路，还是蜿蜒曲折的泥土路。

“这里真是一块宝地啊，观看日出日落、野外露营、

星象观测、民宿康养等等，能够开发的项目太多了。”刘

晓贞说，工作队和村里请专家来做过评估与规划，龙潭

村的旅游资源丰富、前景广阔是有目共睹的。

无奈，陷入了如何合作开发的困境。

记者走访当天，蓬源峰雾气弥漫，数位村民正在登

顶的石阶旁栽种映山红，听说到了四月会开花。

下山时，记者不禁回头展望。到了四月，辛勤栽种下

去的映山红，会如人所愿漫山开遍吗？

打造“不走的驻村
帮扶工作队”

讲述人：省派驻茶陵县马江镇文江村
工作队队长 袁大平

2月 22日，春阴天气。

这天上午，我们工作队和村干部来到

村上小学，参与一个简短的捐赠仪式。捐赠

物资由驻村工作队的后盾单位——省高速

公路集团支持采购，包括数十套校服和一

些办公电脑。穿上崭新的校服，孩子们笑容

灿烂，将略显阴沉的天气都“点亮”了。

自从 2021 年 5 月开始驻村，我和工作

队成员在文江村干了近两年。刚来时我发

现，村道边随意堆放的建筑垃圾挺扎眼，由

于村部较为老旧、会议室只能容纳 40 多人，

党员大会也很少开。

经过深入摸底，我们和村里编制了村

庄发展规划，定了目标：以创建湘赣边乡村

振兴党建示范村为契机，统筹施策建设和

美乡村。

环境整洁宜居是第一步。我们组织村

“两委”干部到长沙、浏阳等地，学习先进发

展经验，回村后，结合实际制定了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计划。清垃圾、搞绿化、拆除

破旧“空心房”，建文化休闲广场等，一番整

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制定村规民

约，设置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理

事会和禁毒禁赌会等，村风民风也显著改

善。

宜居还要宜业。我们工作队又从修路、

新修提质水利，引进项目抓产业等方式，为

村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看千亩油茶园，一期工程 500 亩油茶园

已完成施工；在文江现代农业产业园，投资

200 多万元新建了现代化温室连体大棚 2

个、单体大棚 24 个；延伸产业链，我们工作

队引进冷链仓储项目，通过低温冷藏延长

农产品保质期，等等。

村民的“急难愁盼”，我们“念兹在兹”。

为方便村民出行，我们争取项目与资金，完

成村内主干道“白改黑”沥青路面改造 5 公

里、新修入户路 5.2 公里等。村里挨着文江

河，旱涝问题曾让村民头疼，我们和村里完

善了相关水利设施，保障了 2200 余亩水稻

生产用水。在“二十大”召开前，我们以新建

的党群服务中心献礼，村上 80 多名党员在

宽敞的会议室开了一次喜庆的党员大会。

注重综合效益，是我们工作队的工作

原则。比如，我们曾新修了一条 800 米的产

业路，惠及多个养鸡、养鸭合作社。受益的

合作社又给村里分红，并承诺优先雇佣脱

贫户或监测户务工。

去年底，我算了一下，计划实施的大小

29 个项目，最终都超额完成。驻村工作即将

告一段落，我们正抓紧和长沙的相关高校

与企业联系，为文江现代农业产业园对接

科技、市场资源。

文江村党总支书记陈小芬说，我们是

在打造一支“不走的驻村帮扶工作队”，这

是今天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
邓丽 整理）

攸县特色产业
上规模成品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近年来，

攸县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基本形成了以茶油、豆腐（香干）主导的“2+N”

特色产业发展框架，拥有攸县麻鸭和油茶两

个国家地理标志，“攸县豆腐”“攸县香干”两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商标。

为扶持特色产业，攸县争取油茶低产林

改造、茶油加工小作坊升级改造等项目资金

5000多万元，协调金融部门贷款近亿元，扶持

壮大湖南皓特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省

市油茶龙头企业。目前全县油茶林种植面积

突破 52 万亩，全县茶油产量 1.5 万吨以上，总

产值逾 20亿元；拥有“攸爱山茶油”“湘天华”

等油茶品牌。同时，投资近 4亿元大力推进香

干产业园建设，拥有豆制品龙头企业 3家，其

他上规模的豆腐生产企业共 42家，实现销售

收入约 18亿元。

茶陵诸睦村推行“屋场+
议事会”乡村治理机制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
凌琳）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茶

陵县诸睦村创新方式，推行“屋场＋议事会”

机制，激发了村民主人翁意识，形成齐抓共管

的自治格局。

具体来说，诸睦村选拔退休干部、党员、

乡贤加入议事平台，按照“四定五要”议事规

程，会前定主题、定主事、定议程、定事项，会

中参会要按时、安排要服从、发言要文明，会

后表态要作数、决议要落实，确保民商、民议、

民决。同时，该村进一步推进廉孝乡村建设，

将村规民约精神内涵融入“廉孝”文化歌，根

植廉孝观念于民心。深挖廉孝事迹，该村通过

“评选＋张榜”办法公示先进模范，将“光荣

榜”作为廉孝文化教育的新载体，让廉孝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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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驻村日记

袁大平（右一）带着专

家在蔬菜大棚进行调研。

（受访者供图）

从龙潭村采访归来，笔者有一些话如鲠在喉，不吐

不快。

作为曾经的省级贫困村，龙潭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走得

殊为不易。近两年来，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通力合作，以

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为突破口，打开了工作局面。

由于具有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龙潭村因地制宜，

发力生态文旅产业谋振兴，也在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做

出了艰辛努力。原本可以初见成效，但受限于交界地带

的一些开发分歧，让前期日日夜夜的付出，遭遇了发展

瓶颈。龙潭村逐梦旅游产业，来到了急需跃过的“龙门”。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伟业，交

界地带的乡村振兴正是探索合作共赢模式的“富矿地

带”。如果只盯着自己这边的利益，互相掣肘，唯一的结

果是可以预见的两败俱伤；而如果建立长期合作协商机

制，制定双方都接受的利益分配规则，却能整合资源谋

取共赢。

越过“龙门”蓄势飞腾，龙潭村的困境看似个案，实

则普遍。若能积极协商，合作共赢，还可梳理总结经验，

向全省乃至更大的范围复制推广。如此一来，危机变转

机，善莫大焉！

记者手记

2月 20日，渌口区
龙潭镇龙潭村。春光笼
罩之下，山峦起伏、楠
竹青翠。

近年来，乡村振兴
“春风”吹拂，这里发生
了不少喜人的变化。

谈及这些变化，村
党委书记刘必武说起
一支令他“实在舍不
得”的队伍——市派乡
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在
工作队帮扶下，村里近
两年成功创建“省美丽
乡村示范村”，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振兴方向
日益明晰。

也有忧的一面。受
一些因素掣肘，龙潭村
发力生态旅游产业时
遭遇瓶颈，正在探索破
局之道。

●夯实基石，巩固脱贫成果获口碑

刘晓贞是市派驻龙潭村工作队队长，他个头不高，

黑色帽子压住的头发里钻出不少银丝。从株洲市区的家

里开车出发，之后转京珠高速，下朱亭互通再开约 20公

里到龙潭村，是他近两年走得最多的线路。

龙潭村地处渌口区、攸县、衡东县三地交界，被称为

渌口区的南大门，境内森林面积 3.48 万亩，耕地面积

3500多亩。2021年 5月，刘晓贞头一次到村里，印象最深

的是青山耸翠，不时闪过高大的白色风电机，风电机的

叶片慢悠悠地转动，像在对他遥遥招手。

“后来走访才知道，株洲的网红打卡地之一蓬源峰

就在附近，峰顶视野开阔，看风电机、看日出日落和星

空，特别漂亮。”刘晓贞回忆。

而当他走到村党群服务中心，他发现龙潭村虽是宝

地，但乡村振兴之路或许还任重道远。村党群服务中心

是崭新的，周围的文化墙、小广场和停车坪等错落有致，

但旁边是条泥土路，这条路另一边是芜杂的荒地。

刘晓贞笑着说，那时他和刘必武等村干部开玩笑：

“这条路一边是‘欧洲’，一边是‘非洲’。”

某种角度上，这也是当时龙潭村的状况：一方面，扶

贫政策给村里带来显著改变，曾是省级贫困村的村庄于

2017年成功“摘帽”；另一方面，村里振兴的基础还比较

薄弱，村上有脱贫户 40户 122人，不乏五保户、兜底户及

边缘户。

刘必武恰好从 2017 年开始担任村党委书记，据他

回忆，他上任之初有近一半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

驻村工作队到来前，村里集体经济收入也不多。

到村后，刘晓贞和队员进行了全面摸底，并和村里

达成了一致，村里要振兴，先要扎牢防返贫的底线、改善

人居环境、打好基础设施的底子。

龙潭村的驻村帮扶单位里，刘晓贞所在的市交通事务

中心是队长单位，市三三一医院、市气象局是后盾单位。近

两年来，驻村工作队在后盾单位支持下，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为村民刘冬成、肖秀贵等办理特殊门诊，为脱贫户陈满

云、谢忠山等减免了部分住院费用。同时，还定期在村里开

展大型义诊，为200多位村民进行了健康检查。

近两年来，工作队联合村里大力开展“绿化、亮化与

硬化”，清垃圾、改厕、种苗木提升人居环境，安装与维修

140多盏路灯，对相关村道进行提质硬化，村庄面貌日益

靓丽。

巩固拓展脱贫成功，及时回应老百姓的“急难愁

盼”，这让驻村工作队在龙潭村收获了良好口碑。“很多

村民和我一样，都舍不得他们走。”刘必武说。

●助推蝶变，成功创建省级美丽乡村

“这里就是我曾经说的‘非洲’。”刘晓贞指着一个生

态休闲园说。只见园里遍布景观，有朱红色的凉亭、笔直

的围栏、蜿蜒的石板路，杨梅等果树也栽种得疏密相宜。

生态休闲园和村党群服务中心之间的泥土路，如今

也变成了宽敞整洁的柏油路。这只是一小部分。刘晓贞

引路，又带着记者走访了多条路段，将蝶变之后的龙潭

村徐徐展开。

蝶变源于驻村工作队和村里携手发起的一场攻坚：

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为实现这一目标，工作队和村里统筹谋划，在补足

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村民生活品质等方面综合发力，实

施了众多项目。“简单来说，我们打造了一桥、一园和三

路。”刘晓贞说。

“一桥”，是指重建村里的荷叶桥；“一园”，指村上莫

家洲生态果园等基础设施建设；“三路”，则包括 C344原

太平村至白虎口 2.2公里沥青混凝土提质公路，以及蓬

源峰旅游公路、龙潭街道环线公路工程。

刘必武说，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彻底改变了

龙潭村村容村貌，极大提升了村里的人居环境与生活品

质。去年 2月，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成功，龙潭村获得了

一块难得的省级“金字招牌”。

在外经商多年的村民陈业林近年才返乡，这两年，

他承包了不少村里的工程。村上生态园的建设、自来水

管道的安装等工程，他都有参与。“这两年村里变化真是

翻天覆地。”他说，多年前村里只有少数几户装自来水，

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

64岁的陈金山则是龙潭街道环线公路的受益者之

一。他住在龙潭街道旁边，以前的路坑坑洼洼，下雨天积

水，车子经过就溅起水花。“现在每天早晨晚上，只要天

气好路上都是散步的人。”他还期待着村上的“幸福屋

场”也快点建好，“那样我散步的路线又可以延长了。”

一些短板补齐，原本就具有交通优势的龙潭村，产

业发展顿时显露新气象。

刘晓贞说，这两年，有不少外地老板慕名前来考察，

盘活了村里的楠竹产业。目前，一个江西籍的“90后”老

板，创立了株洲天怡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楠竹

生产加工。

依托楠竹产业，龙潭村采取“村集体＋公司＋脱贫

户＋村民”的模式，解决劳动就业 50 余人，带动脱贫户

增收，并使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 20万元。

●探索振兴，逐梦文旅产业有喜有忧

交界地带谋振兴，合作共赢更添精彩
李军

驻村工作队多方争取之

下，龙潭村的道路等基础设施

焕然一新。（受访者供图）

2022 年 国 庆 假

期，蓬源峰顶的帐篷

出租生意火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