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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著名现代诗人闻一多在其

代表作《红烛》里如是说。

仲春时节，正是耕耘的黄金期。记者观察到，市乡村

振兴系统近日发布 2023 年度工作要点，以力争在全省

“争先进位”为目标，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不乏令人眼前

一亮的新提法、新举措。

时光不负有心人。“莫问收获”，只因它本就藏在耕

耘之中，只等时光孕育成熟。接续奋斗乡村振兴，今年的新图

景引人期待。

守底线，防返贫监测线拟提至7500元

强基固本，方能枝荣叶茂。

纵观市乡村振兴系统 2023年工作要点，能感受到笃定务

实的强烈信号。不妨先提纲挈领，用“123”进行梳理：

——“1”指工作目标，即努力在全省实现“争先进位”；“2”

指开展“项目管理提质年”和“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3”是突

出做好防返贫监测帮扶、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

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三项重点工作。

记者留意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防止规模性返贫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进行具体部署；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而市乡村振兴系统的部署，也将坚守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放在第一位，还细分了四个工作要

点，可谓既“接天线”、又“接地气”。

四个工作要点都是强化巩固：强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

制落实；巩固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加强驻

村、对口和社会帮扶；加强风险防范。

其中提到，今年将开展“精准监测”行动，进一步规范监测

对象识别、帮扶、风险消除，二季度进行集中排查，对重点对

象、重点人群实行逐户“过筛子”。

一个变化是，精准化识别认定环节，今年我市将执行防返

贫监测收入基准线提高到 7500 元的标准，相比以前的 6800

元，它进一步扩大了防返贫监测与保障的范围和力度。

记者也了解到，今年我市将持续开展社会帮扶，以社会扶

贫联合会为龙头，以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为重点，动员社会

组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帮扶，推介一批社会组织助力乡

村振兴的公益品牌。

增动力，让脱贫户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输血”不如“造血”，内生力才是持久动力。

市乡村振兴系统今年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从产业、就

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入手，着力增强脱贫地区和脱

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帮助脱贫群众的“钱袋子”持续鼓起来。

记者了解到，今年将开展“产业增收”行动，提高脱贫群众

经营性净收入，拟将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

于农业产业比重达到 60%以上。同时，指导脱贫地区因地制宜

培育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

全力稳就业促增收，则将实施防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继续

发挥帮扶车间、公益岗位等作用，探索建立“企业+就业帮扶车

间”运营机制，因地制宜设立公益性岗位并加强管理。此外，支

持在乡村建设领域采取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脱贫户务工

就业。

记者了解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也将纳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支持脱贫地区特别是

经济薄弱村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重要内容。今年，市乡村

振兴系统计划在脱贫地区培育创建一批联农带农效果明显、

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富民强县作用显著的帮扶龙头企业，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

促和美，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

振兴提出的新愿景。乡村振兴不仅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全

面彰显乡村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

价值等。

而记者发现，统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正是市乡村振

兴系统 2023年的“重头戏”。

作为今年第三项重点工作，它的工作要点最多，涉及发挥

乡村建设工作推进机制、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进乡村

振兴示范创建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乡村建设方面，今年拟推动相关部门编制专项任务推进

方案，年内完成村庄分类规划编制，实现规划管理依据全覆

盖。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2023年将开展“问题厕所清

零”攻坚，完成 6975个农村户厕和 18座农村公厕改新建任务；

继续建设“幸福屋场”，确保建设市级幸福屋场 50 个以上。同

时，因地制宜纵深推进村庄绿化美化亮化，推广茶陵“三清三

小”秀美庭院创建方法。

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方面，今年我市将落实试点探索、总结

提炼等工作思路，拟推介一批示范性村庄规划，培育一群乡村

建设“土专家”，打造一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创建一批乡

村振兴示范乡镇和示范村。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的一年，市乡村振兴系统将从大处着眼、小处切口，用改革的

思路、开放的手段、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继续为株洲乡村振

兴壮美画卷增光添彩。

春风送暖，晴光满路。醴陵市板杉镇留仙寨

郊野公园，近期每天迎来数十辆自驾车，人气随

着气温逐渐“回暖”。

游客来此踏青赏花、探险猎奇，还有人准备

了盛水器具，接满一桶桶清冽的山泉水，运回家

里煮饭泡茶。

游客云集的场景，让板杉镇党委书记易桢

华春风满面：“这说明镇党委、政府确立的农文

旅融合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目前已初见成

效。”

融合人文历史
让古色乡韵“热”起来

“板杉镇地处醴陵北郊，紧邻城区，沪昆高

速、武深高速、G320（莲易高速）、东城大道等多

条主干道路横贯境内，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易

桢华自豪地介绍。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板杉镇的一大

特色。1167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产生深远影响

的“朱（熹）张（栻）会讲”，第一站就在醴陵。与朱

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南宋哲学家、文学家

吕祖谦闻听此事，也想前往。可惜当时信息传递

很慢，旅途行程不畅，等到 1175年吕祖谦抵达醴

陵时，朱熹早已取道东归。

吕祖谦并未离去，而是在如今板杉镇东冲

铺村的官道边，创办了醴陵第一座书院——莱

山书院（后改名东莱书院），在此开坛讲学，让醴

陵成为代表当时中国顶级学术思想（理学与婺

学）交锋的主战场。如今，东莱书院遗址被列为

醴陵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村后的这座留仙寨，数百年来一直流

传着一个村民智避兵祸的民间故事。”板杉镇寨

下村党委书记胡立波介绍。留仙寨海拔 300 多

米，树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山顶是个大

草坪，方圆数千平方米。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刘、

李、彭、黄等 18 姓居民结伙避居此地。面对数万

元兵追杀，寨中一长者急中生智，组织大家编织

一批两尺多长的草鞋，锤软使其变旧，散乱地丢

弃在山脚路旁。元兵看见山上炊烟袅袅，路边草

鞋硕大，以为山上有神人居住，只好不战而退。

此传说真假难考，但山顶仍留有城墙坪、宝

寨寺等寨基遗迹。

近年来，板杉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统筹

谋划，将这些独特的人文历史、文化品牌与乡村

美食、草坪露营等体验式潮玩融合，作为推动乡

村旅游的“卖点”。每年，都能吸引上十万人次前

来登山览胜、休闲观光、探险猎奇、品茗美食，让

古色乡韵逐渐“热”起来。目前，全镇主打休闲垂

钓、乡村美食的生态农庄和农家乐，已发展到 5

家。

颇有经营头脑的村民，从游客取用山泉水

中受到启发。去年 3 月，他们合伙筹资 300 多万

元，创立醴陵市留仙寨山泉水有限公司，将清澈

甘甜的山泉水销往醴陵、萍乡等地的千家万户。

“没想到喝了几十年的山泉水，如今成了助

力村民致富的幸福泉。”寨下村年逾古稀的村民

胡申强笑着说。

集结品牌优势
让绿色产业“活”起来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于“龙头”带动。

近年来，板杉镇通过文化品牌夯实产业基

础，借助产业载体助力文化传承，以创建“吕夫

子”农业品牌为引领，扶持、培育了梯云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陈双生态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豪

胜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一批融合绿色种养、

生态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基地，吹响了乡村

振兴“集结号”。

3月 14日，寨下村梯云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

基地内，村民们正忙着松土施肥，做好栽种辣

椒、茄子、丝瓜等蔬菜的前期准备。“等到‘五一’

假期前后，我们的白玉丝瓜等‘吕夫子’品牌的

蔬菜、瓜果，就将销往长株潭各大生鲜超市。”梯

云农业负责人王武说。

“2018 年，镇里鼎力支持梯云农业注册‘吕

夫子’商标，一举拿下了涵盖 11个品类的商标使

用权。”板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斌介绍。如今

“吕夫子”品牌集结了甜腌菜、艾草、葡萄、高效

农业四支产业大军，拥有 200多亩蔬菜大棚，年

产量可达 110万公斤，产值超过 400万元；种植艾

草 600 亩、水稻 500 多亩，葡萄、甜瓜、猕猴桃等

水果 125亩，年产值达 580万元。

板杉村的陈双葡萄园和豪胜种养基地里，

不少村民在辛勤劳作。该村党委书记陈慧先说，

陈双葡萄园创新新型大棚避雨栽培等先进技

术，推广优良种苗 100 多万株，先后被评为株洲

市驻村扶贫产业示范基地和株洲市农产品质量

示范基地，目前种植优质葡萄 300多亩，年产值

达 300万元。

同时，板杉村豪胜种养合作社投资 100 万

元，购置先进的养殖环控设备和水系循环系统，

建设每年可出产成品鸡 20 万羽、年产值 500 万

元的现代化养殖基地。近年来，合作社通过劳务

用工、技术帮扶、持股分红等方式，带动 130 户

310名贫困户稳定脱贫。

“如今的板杉镇，山野遍地是‘黄金’，山庄

美了，村民富了，田野绿了，水质甜了，邻里亲

了，游客多了，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幸福。”陈慧

先的一席话，道出了全镇 4万多名村民的心声。

“植”此青绿
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讲述人：市派乡村振兴驻醴陵市孙家湾镇孙家湾村工
作队队员 江纪友

——“江哥，到村部了吗？花卉苗木到了一批。”

——“我们正赶过来，马上到。”

3 月 8 日上午 7 点 45 分左右，村上工作人员打来电话，

说是从浏阳那边采购的苗木运到了。昨夜下过雨，今天又

是春阴天气，栽种花木正合适。我和工作队队长陈继红，还

有队员刘志鹏，一起赶去村部进行接收与卸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我们工作队和村里注意到

一个新名词：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感它与孙家湾村的发

展不谋而合。

宜业方面，孙家湾村基础扎实，有 20 家大小民营企

业，2022 年全村经济总量达 7.2 亿元，也带动了村里及周

边村民务工。这里还是全国四大陶瓷酒瓶生产区之一，被

称为“酒容器之乡”。

至于宜居，工作队驻村以来，以党建为引领，携手村里

完善了基础设施、文体广场，提升了人居环境，建设了杉坡

“幸福屋场”并获得株洲市“十佳幸福屋场”荣誉称号。村民

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2 月中旬，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们工作队和村

里商量，立志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示范样板，并制

定了“和美孙家湾村·清洁行动”一系列行动计划。村里初

步规划，和村辖区企业与驻村工作队一起，在村部周围一

公里范围内建设“瓷酒小镇”幸福屋场。栽种花卉苗木，也

是绿化、美化工作的一部分。

到了卸货点，我和工作队员联系发动村上的妇女志愿

者，以及村干部等，一起进行栽种。各板块怎么布局、苗木

之间隔多远、栽多深合适，我们给大家做好示范与指导。村

上也组建了文明督查小分队，督促把相关工作做好。

“这个活动好，兼顾了妇女节和植树节，还能美化村里

的环境。”孙家湾村党委书记、主任叶海涛笑着说。

驻村以来，村上干部和老百姓给了我们工作队很多支

持与配合。2 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们工作队和村里正开会

讨论如何建设“瓷酒小镇”幸福屋场，妻子打电话来说，女

儿可能患上了腮腺炎。规划工作正是最关键、最吃紧的时

候，我没法赶回去，参加会议的村民纷纷给我“支招”，告诉

我土偏方，让我特别感动。

去年，在新建的村文体广场，孙家湾村举行了首届农

民文体节。我以活动组织者、运动裁判与参赛者等身份参

与其中，还在乒乓球比赛、“两人三足”等项目中拿到了冠

军、亚军等名次。

再过一个多月，驻村就满两年了。回首驻村工作经历，

有辛苦，有艰难，但更多的是满满的收获与感动。我相信，

就像今天栽下花卉苗木未来会变成一片繁花绿荫，我们工

作队的辛勤付出，也将助力孙家湾村明天的幸福花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我的驻村日记

江纪友（右一）和工作队员，以及孙家湾村的妇女志

愿者在栽种苗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守
返
贫
底
线
、增
内
生
动
力
、建
和
美
乡
村
…
…

乡
村
振
兴
今
年
划
了
这
些
﹃
重
点
﹄

巩固脱贫成果，逐梦振兴

沃野。（资料图 株洲日报全媒

体记者/谭浩瀚 摄）

昔日“避乱”地 今淌幸福泉
——探寻醴陵市板杉镇农文旅融合的发展密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黎亮 肖雨 陈鑫鹏

陈双生态葡萄园负

责人正在给游客示范葡

萄采摘方法（资料图）。

通讯员 供图

陈双生态葡萄园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体验采摘游玩乐趣（资料图）。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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