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绩可看可信，经验可圈

可点，做法可学可用，值得充分

肯定和宣传推介。”表彰会上，

省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赵成新，在发言时如是点评。

这一点评，精炼概括了 2022

年度株洲乡村振兴工作的创新与

探索成效。

去年春天，市乡村振兴系统

定下“全省前列、全国出彩”年

度工作目标，以创新促振兴开展

了一系列探索。

表彰会上，可看到去年创新

探索的成果。4 个“十佳”名单

里，十佳创新案例是集中展示，

创新成果既有市级层面的创新案

例，各县市区也是亮点纷呈。

全市层面的创新案例 《村电

共治便民服务 电力满格赋能乡

村 振 兴》， 无 疑 是 “ 重 头 戏 ”。

2022年，株洲市在全国首创性建

立“村电共治”机制，将电力工

作纳入村务常态管理，供电服务

窗口的服务半径由 25 公里缩短

至 1.5公里，畅通了优质供电服务

“最后一公里”。同时，该项目去

年服务 2600 余个小微企业，为

企业节约成本 6000余万元。

而在攸县，去年率先推进乡

村振兴责任制，设立工作专班，

将“乡村振兴大会战”列入全县

“ 三 大 会 战 ” 之 一 ， 从 建 强 机

制、挂图攻坚、突出保障等方

面，扎实推进了乡村振兴工作。

表彰会上获奖的众多“田园

之星”，也体现了创新成事的精

神与干劲。

比如茶陵县思聪街道左垅村

党委书记、主任谭冬明，他在村

里建立“民情家访”“固定接待

日”等制度，多渠道收集村情民

意，同时成立“村民议事堂”，

每月固定议事，确保矛盾不出

村。“把矛盾解决在村里，幸福

也就留在了村里。”这是他的乡

村治理经验之一。

而在攸县渌田镇潞甫村，村

党委书记、主任尹国良创造性地

设 立 “ 公 德 银 行 ”， 以 民 主 评

议、群众监督、积分管理、红榜

激励为机制，培育了良好的村风

民风，让“存公德，挣积分，保

实惠”成为全村人最熟悉的口

号。

市 乡 村 振 兴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乡村振兴只有接力棒，没

有休止符”，新的一年，市乡村

振兴系统将不松劲、不停步，持

续创新奋进，为株洲乡村振兴事

业增光添彩。

蜜柚花香振兴路
讲述人：省派驻茶陵县湖口镇梅林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 付华

3 月 28 日，山里的空气湿漉漉的，还夹杂着泥土和青

草的清香。

听说周忠云和老婆从县城医院回来了，下午 5 点多，我

和队员准备去他家看看。刚走到家门口，就闻到炒鸡蛋的

香味，惹得肚子咕咕叫。

看到我和队员到访，周忠云拿着锅铲就走出来说：“用

上了新灶台、抽油烟机，做起菜来更得心应手了。”

周忠云今年 60 岁了，平时靠在外打零工维生，是脱贫

监测户。去年，他老婆肚子上长了个瘤子，高额的医疗费用

让这个刚脱贫的家庭又过起紧巴的生活。上周，周忠云又

陪老婆在县城医院住了 8天。

周忠云之前的房子破旧简陋，墙皮早已脱落，地面也

凹凸不平。为改善其居住环境，驻村工作队多方筹措资金，

请了一支施工队给他的房子翻新、装修。一个多月来，我和

队员成了监工，每天要来看看施工情况。

这次，他们从医院回到家，房子刚好装修完工。“彻底

变了个样，越看越喜欢。”周忠云笑着说。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仅要做好防返贫的动态监测和

帮扶，更要打造特色主导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梅林村地处茶陵西南部，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区域，原

来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比较落后。2016 年，村里因地制宜发

展三红蜜柚产业，逐步让贫困户实现脱贫。

驻村以来，我们在村内原有三红蜜柚种植基础上，进

一步改良品种、打造品牌，通过合作社进一步加强对规模

种植户的引导，邀请专家“支招”，通过精细林间管理、施

肥、治虫等措施来提高效益。

作为湖南工业大学的老师，我还利用学校教育资源优

势，实现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比如，学校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对三红蜜柚产业提供全套包装设计服务，从产品外包装设

计、手提袋、运输材料、分拣机械等进行包装设计；商学院

为三红蜜柚线上线下销售组织专门的团队予以支持。

经过多方努力，即便去年气候干旱，梅林村三红蜜柚

产量仍达 5 万公斤，销售收入约 15 万元，柚子种植户人均

增收 1000 多元。

傍晚，我和队员从周忠云家出来，路过一片片柚林，葱

郁绿叶中开满白色花苞，暗香在夜色中浮动。

经过桥头广场，不少村民吃完晚饭，在广场上散步、跳

舞，一片欢声笑语。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师生在村里组

建的腰鼓队、广场舞队，也在广场上训练。

还差一个月，驻村就满两年了，其间我走坏了两双鞋，

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融入，与村民成为朋友、亲人。我

相信，乡村的道路虽然“费鞋”，梅林村振兴的脚步将越走

越坚实。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整理）

XIANG CUN ZHEN XING

责
任
编
辑/

刘
小
波

美
术
编
辑/

王

玺

校
对/

谭
智
方

2
0
2
3

年3

月3
1

日

星
期
五

▼2
8
8
2
9
2
3
7

04

返乡创业
他驰骋在希望的田野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卢丽萍

3月 30日，茶陵县秩堂镇晓塘村。

春光明媚，47 岁的龙海锋娴熟地操纵着插秧机，

纵横驰骋在齐整的水田，机器经过之处，一行行翠绿

的秧苗整齐而精神。

龙海锋是茶陵县高陇镇荔市村人，年轻时曾南下

闯荡，后来毅然返乡创业。几番折腾，他搞起了农机

专业合作社，追梦的路也越走越宽了。

●不做“打工人”，他回乡做起“创业者”
龙海锋留着寸头，身材精瘦，说起去年刚换的东

风井关智能拖拉机，满脸都是自豪。“花了 10 多万元

买的，操作间遮风挡雨，今年还装了空调，天热的时

候也不用担心汗水湿透衣服了。”他笑着说。

正值春耕关键期，龙海锋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迎来

旺季。他幽默地说，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要“带着老

婆上战场”。

几天前，龙海锋被晓塘村的一个种粮大户请来

“打田插秧”，到 3月 30日这天，活已经干了差不多一

半。由于做事稳当扎实，这个种粮大户每年都找他，

今年是他被请来干活的第 5个年头了。

上世纪 90 年代末，当时 20 岁出头的龙海锋可没

想过待在农村，更别提开着农机在田里穿梭。和村里

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他选择南下打拼，希望闯出一片

天地。

干了几年，龙海锋发现进厂打工既不自由，也看

不到前景，于是在 2003年回到了家乡创业。

起初并不顺利。龙海峰先后尝试过与人合伙开汽

车修理铺、搞水电安装等，但都没做出什么名堂。尤

其是开汽车修理铺，虽然一度开到六七个门面，可最

终还是亏损并欠下了债务。

2013年，一件事情启发了龙海峰，让他捕捉到了

商机。那年春天，龙海峰一个亲人想种油菜，需要找

人打田播种，可找了好久却请不到人。他敏锐地发

现，那时全镇能够打田的大拖拉机寥寥无几，面对村

民的需求，根本供不应求。

当机立断，龙海锋很快考了农机驾照，借钱买了

大拖拉机，从此开始了代人打田播种等服务。起初那

几年，他的生意很红火。“最忙的时候，早上 5点多起

来，忙到晚上 8点多才能回家。”

短短几年，农机手龙海锋就通过农机服务还清债

务，并过上了红火的日子。

●见证家乡蝶变，也立志助力乡村振兴
从事农机服务十年，龙海锋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

家乡的巨变。

“以前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粮大户挺少，如今机耕

路平整宽敞，种植规模近千亩的种粮大户很常见了。”

龙海锋说，近年来，他见证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加快

推进，以及农村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经营的变迁。

事实上，身为一名农机手，龙海锋也是农业日益

专业化的参与者。

2013 年至今，他的大拖拉机已经换到了第四台，

前两台是国产的，后两台是进口的，操作越来越智能

化。“就像开小汽车一样，原来的手动挡被自动挡取代

了。”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龙海锋也在“与

时俱进”。2018年以来，他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并逐步

扩大规模，如今合作社有成员 6 名，拥有大拖拉机、

插秧机、无人机等 20多台机器，服务范围不仅覆盖整

个茶陵，甚至延伸到了江西的莲花县等地。

“从打田到育秧、插秧、打药、收割，再到烘干

等，我们现在能提供‘一条龙服务’。”龙海锋笑着说。

也有一些变化给龙海锋带来了压力。曾经，全镇

都找不到几台大拖拉机，如今，拥有各类农机的种粮

大户以及专业合作社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竞

争。

但龙海锋也有他的自信。他善于学习提升，基于

过去从事汽车修理等多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勤奋自

学，他不仅掌握了多种机器的操作，还能自己进行维

修。

对国家层面的政策，龙海锋也有一些了解。他

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乡村

振兴战略又创造了广阔的舞台，在他看来，“农机手越

来越多，但专业的农机手和农机合作社总会有市场。”

去年底，龙海锋换了崭新的进口智能拖拉机，刮风

下雨也能下田作业了。（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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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驻村日记

脱贫监测户周忠云家翻新前后对比图。受访者 供图

“田园之星。”这样的会议主题让记者眼前一亮。
日前，我市举行2022年度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先进典型表彰会，把田间

地头的实干家与创新者，当做田园里闪亮的星予以褒奖。
表彰会上，全市“十佳幸福屋场”等4个“十佳”名单发布，相关“田园之星”也接过

了荣誉证书。
表彰为何此时举行？4个“十佳”有何共性？且待记者简要梳理。

1 一次回顾，继往开来接续奋斗

春风吹拂满眼新。本次表彰

会召开有其独特的背景。

2023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关键之年。春风吹，战鼓

擂，此时表彰先进典型，正可吹

响号角，为今年的乡村振兴工作

提气鼓劲！

第二层，表彰会也是一次

“检阅”。

去年，我市大力开展“干部

能力提升年”活动，市乡村振兴

系统以创新为抓手，精心部署了

“看学议”系列活动。政策业务

“ 大 培 训 ”、 典 型 案 例 “ 大 讨

论”、干部技能“大比拼”等，

这些“大动作”贯穿全年，都取

得了啥成果？表彰会上给出了

答案。

还有一层，2022 年的乡村振

兴工作成绩出彩，评选表彰先进

典型，也能增强示范引领作用。

在表彰会上，市乡村振兴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市巩固

脱贫成果取得了新进展，推进乡

村振兴开创了新局面：

——看巩固脱贫成果，脱贫

群众人均纯收入增长 14.3%；全

市 420支驻村工作队为驻点村争

资引项 5.6 亿元，其中市派工作

队的驻点村集体经济较上年增长

69.4%；

——看乡村建设，高质量建

成 100 个 “ 幸 福 屋 场 ”， 推 动

1388个村 （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

实现电力便民窗口全覆盖，完成

5.4万户农村厕所新改建任务；

——看工作亮点，“村电共

治”经验做法被国家发改委 《改

革内参》 推介，并入选 《乡村振

兴的湖南实践典型案例》。

“工作出力出汗，成果才能

出色出彩。表彰真抓实干、成绩

突出的先进典型，也是树立榜

样，汇聚起接续奋斗的蓬勃力

量。”上述市乡村振兴局负责人

说道。

聚焦一线，先进典型有“泥土味”2
纵观表彰会上获奖的全市 4

个“十佳”，浓浓的“泥土味”

是鲜明的特点。

先看具体的 4 个“十佳”名

单：十佳创新案例、十佳驻村帮

扶工作队、十佳幸福屋场、十佳

乡村治理能手。

透过这些名单可观察到，无

论评选典型案例还是先进人物

（团队），“泥土味”“汗水味”都

是重要的指标。

看先进人物 （团队），驻村

帮扶工作队、乡村治理能手，都

是乡村振兴一线的“主力军”。

跑田埂、钻大棚、入果林，访农

户、绘蓝图、谋振兴，他们是鞋

底沾泥、田间挥汗的一群人。

扎根基层，才能看到实情、

摸准症结，也就利于精准破题。

比 如 在 茶 陵 县 火 田 镇 卧 龙

村，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深挖村

内资源潜力，多方外出招商引资，

做火了乡村旅游、盘活了万亩野

生茶山。2022 年，工作队助力村

里接待游客 7 万余人次、村集体

经济达 109万元，让卧龙村入选湖

南省乡村振兴十大案例典型村。

“十佳乡村治理能手”中，

炎陵县鹿原镇西草坪村党支部书

记、主任张湘军的做法也很接地

气。他坚持把党小组建在产业

上，成立人居环境整治、社会治

理等 5 个党小组，以党建带村

建、以党风带民风，助推村里振

兴展现了新气象。

再看典型案例，评选标准重

在考察是否根植当地实际讲好了

“土话”、破解了难题。

比如石峰区井龙街道郭家塘

村。以前，该村闲置房屋、旧厂

房与旧村部等较多，影响了村庄

整体景观与发展。经过激活闲置

资源，村里旧貌换新颜，精品农

家乐和民宿、乡邻空间站与菜园

教学基地涌现，为当地乡村振兴

提供了产业支撑。

“在乡村振兴战线，我们乐

于看到带着‘泥土味’的优秀代

表，讲着‘株洲话’的先行探

索 。” 市 乡 村 振 兴 局 相 关 负 责

人说。

3 注重创新，鼓励探索“株洲经验”

表彰会上，十佳创新案例的相关代表上台领奖。（市乡村振兴局供图）

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我市徐徐展开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资料图，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谭浩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