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株洲市区驱车往北，走长株高速，转
中车大道，再沿着一条规划次干路开几分
钟，就到了石峰区井龙街道郭家塘村。

柏油路崭新宽敞，在散发清香的茶花掩
映下，郭家村村民委员会跃入眼帘。最近，村
里拿了一块新奖牌：全市 2022年度巩固脱
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十佳创新案例”。

郭家塘村的创新之处，在于打造项目
盘活闲置资源，让“闲”资源变身“活”资产。

“80后”村党总支书记郭宇露说，创新背后
有“魔力”，也有辛酸曲折。

“魔力”：激活闲置资
源，打造“魔幻生日小镇”

闲置的房屋、被抛荒的耕地、“闲来无
事”的村民等。在如今的广大乡村，普遍存
在“沉睡”的生产要素，郭家塘村也不例外。

不一样的是，郭家塘村通过一股内生
的“魔力”，正在逐步“唤醒”村上闲置的资
源。近年来，村里携手专业运营团队，立志
打造省内首个以“生日”文化为主题的“魔
幻生日小镇”，并持续丰富着研学实践、亲
子游与休闲游乐等产业板块。

“跟我来，咱们去楼上看看。”郭宇露戴
着眼镜，斯文儒雅，带记者来到村部 3楼参
观一系列以“魔幻”命名的活动室。

走进“魔幻木工坊”，只见墙上、操作台
上整齐放置着各类工具。郭宇露“啪”地打
开一台袖珍金属弓形臂锯床，小锯床“嗡
嗡”启动，开始锯一块方形小木板。“孩子们
在老师指导下操作这些机器，制作小工艺
品，很能锻炼动手、设计和创造能力。”他一
边操作，一边说道。

“魔幻木工坊”旁边，还有体验陶艺、建
筑和厨艺等乐趣的“魔幻教室”，以及能容
纳上百个孩子集体上课的大教室，能寓教
于乐地让孩子们感受劳动的趣味和意义。
而村部附近，还有一个村企共建的绘本馆，
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

这只是室内的部分，既然是“魔幻生日
小镇”，户外活动板块不可或缺。

从村部出来，沿着去年实现“白改黑”
提质改造的郭太路边走边看，一个独特的
研学实践基地展现眼前。在这里，孩子们能
体验大自然与农耕文化的“魔力”。

一张充满童话风的地图画出了研学基
地的范围。它用深绿、浅绿、浅蓝等颜色区
分了林地、稻田与池塘，而彩色小方块里分
别写着：1号食堂、1号学区、1号宿舍区，以
及农耕教学区、果园教学区等字样。

与地图对应，1号食堂是70岁的村民郭
伏明家经过改造后的农家乐，每当有中小学
生组团来研学，他家就会提供餐饮服务；知
行馆由一栋闲置房屋改造而来，门前场坪铺
了水泥，设置了健身器材等文体设施；1号农
耕教学区是修整抛荒土地打造的“小菜园”，
现在用竹篱与步道划分得整洁有序。

郭伏明回忆，去年国庆长假期间，每天
都有一拨拨的中小学生来体验秋收，“经常
是10张桌子都坐满了，一天能挣上千元。”

记者观察到，这个研学基地对外经营
也对内服务，同时具备为村民提供公共文
化服务的功能。它将村里的“幸福屋场”“同
心圆广场”，以及“小书屋”“小广场”“小讲
堂”等容纳其中。

郭宇露介绍，村里的研学基地去年6月
建成，并挂牌成为石峰区中小学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目前正在申请并有望入选市级
中小学生劳动实践基地。“到那时，我们的

‘魔幻生日小镇’就更不会缺客人了。”他兴
奋地说。

愿力：通过一个项
目，他想撬动乡村振兴

郭家塘村“魔幻生日小镇”项目的背
后，凝聚着郭宇露的家乡情怀，以及他对郭
家塘村乡村振兴路径的思考与探索。

位于石峰区北部的郭家塘村，处于长
沙、湘潭交界地带，也挨着长株高速和沪昆
高速。一方面，它的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可
另一方面，它产业基础颇为薄弱。

2015 年和 2017 年，郭家塘村先后有部
分土地被征收。不少村民的心态产生变化，
没了以前的干劲。村里也逐渐戴上了“软弱
涣散村”的帽子。

郭宇露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学毕
业后在外打拼，曾在长沙创业多年。看到村
里当时的情况，他有一种深沉的忧虑：“这
损害的是村里发展的后劲，没有产业支撑，
村里难有长远的发展。”

那几年，郭宇露每到过年回家，就会和
当时的“村书记”交流想法。“村书记”趁机
劝他回来，说村“两委”班子年纪普遍偏大，
需要郭宇露这样有想法、有见识、有闯劲的
年轻人回来，带领村民一起干。

深入考虑一番后，郭宇露2017年返乡，
被选进了村“两委”班子。2021年，村里举行
换届选举后，他被选为村党总支书记、村主
任，随后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

郭宇露从党建着手，用不到一年时间
建强班子，实现了“软弱涣散村”摘帽。如
今，村“两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由 51岁降
到41岁，学历由初中提高到大学。

与此同时，他带着村“两委”班子干了
不少民生实事，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
基础。比如，为瓦屋组31户、担水塘组29户
全部安装自来水管道并通水，实现了全村
都喝上了自来水的愿望；再如，对村主干路
郭太路提质改造，将 2.2公里道路全部拓宽
为6米的柏油路。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提质改造
郭太路，也是为了畅通村里发展的产业路。

产业发展方向在哪里？
从村附近一家企业打造儿童友好社区

的理念得到启发，郭家塘村结合自身优势
深入谋划，逐渐确定了亲子研学实践、农耕
文化体验的产业发展方向。有了方向，郭宇
露带着村“两委”班子多次外出考察，并运
用在长沙创业时的资源进行招商引资，最
终和长沙一家专业运营公司达成合作，形
成了打造“魔幻生日小镇”项目的规划。

“盘活闲置资源的前提是有产业项目，
有了项目之后，最重要的是鼓励村民积极
参与，并在每个环节挖掘村民增收受益的
空间，以此带动村民共富，支撑乡村振兴。”
郭宇露说。

定力：“看长远、齐人
心，振兴事业才能干成”

对于“魔幻生日小镇”项目，郭宇露坦
言，产业项目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

郭宇露介绍，项目的股权架构是长沙
的专业运营公司出资占股 30%，村集体和
村民分别占 20%和 50%。专业运营公司投
了“真金白银”，村民也通过出资购买股权

的形式有了主人翁意识。
为了让广大村民受益，郭宇露尽可能

在每个环节挖掘村民的增收空间。比如“小
菜园”，村集体不仅免费给村民修整曾经芜
杂的菜园，还通过土地流转分红、“农民讲
师”工资等方式，让村民挣到更多的钱。

但在具体运营过程中，项目遭遇了不
少困境。这些困境有些是不可预料的，有些
则来自部分村民的急功近利。

严格意义上说，“魔幻生日小镇”项目
从去年 9月才正式开始运营，不到 2个月，
新冠疫情带来了曲折。“先是 11月有一段时
间封闭管理，后来12月逐步放开，但大家都
怕‘变阳’不太愿意出门。”郭宇露说，这样
一来，项目真正带来收益的时间很短。

郭伏明感慨，去年他花了十多万元对
家里进行装修，搭了遮雨的铁棚、购买了电
器与餐具等，但接待中小学生的客源并不
稳定。他的儿子是厨师，本来辞工回家帮忙
搞农家乐，后来看到生意不稳定，今年只能
暂时先去外地工作。“总体来看，目前是亏
的。”郭伏明说。

43岁村民张美娇也说，她目前在市区
有一份工作，为了照顾孩子，她会选择厂里
缺订单时回来种种地。她家是两层楼的砖
房，丈夫在外打工，家里有 6间房子长期闲
置。“如果将来村里游客多了，我会选择在
家开店或搞民宿，但现在还不行。”她说。

对村民的这些想法，郭宇露也很能理
解。“对村里正在搞的项目，不少村民期望
很高，希望很快看到收益，难免会产生心理
落差。”郭宇露说。

3月底，郭宇露召集村“两委”班子和村民
专门开了会，开诚布公地把相关困难摆在了
大家面前。同时承诺，村里还将打造“小花园”

“小课堂”，将花种免费发放给村民种在自家
庭院，把能够盈利的扎染、陶艺等更多课堂放
到村民家里，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渠道。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开完会，不少村
民来报名说，他们愿意接着干，还申请加入
后续的项目。”郭宇露说。

“看长远、齐人心，振兴事业才能干成。”
郭宇露相信，有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逐步重
视，以及村民发自内心的参与和支持，在不
远的将来，郭家塘村的“魔幻生日小镇”必将
大放异彩，助力村里振兴、村民共富！

讲述人：市派驻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罗江华

人勤地不懒。4 月 12 日，阳光明媚，鸟儿啼啭，放眼整个东富

村，目之所及是一片繁忙的春耕场景，一派火热的发展势头。

在东富村，“稻田+”综合种养和“百蔬园”是两大特色产业。田

野里能长出金灿灿的稻谷，也能蹦跶出龙虾和青蛙，这让米成了

“稻蛙米”，也让一亩稻田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

再过十多天，龙虾销售就将迎来旺季。眼下正是龙虾成长的关

键期，村里的合作社和种养大户都在忙着加强饲养和管理。受制于

目前的条件，村里现在只能养一季淡水龙虾，销售旺季到5月底左右

就过了，大家都在铆足干劲把虾养大养好，争取卖个好价钱。针对龙

虾养殖，村里有意向将其打造为品牌，今年还计划搞龙虾节。

对农户来说，最愁的就是农产品销路。为此，我们工作队和村

里想了不少办法，最近也在紧密对接村上的醴陵市毛林食品厂，希

望搭建集中的深加工与销售平台，助力农户破解销路难题。

若平台搭建完善，将显著促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村上的脱

贫户尤其会受益，巩固脱贫成果。他们只管养好种好农产品，平台

负责帮他们加工与销售，还为他们兜底，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天还有一件喜事：经过前期充分洽谈沟通，村里与湖南常青

藤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下午正式签约。

“村里的红色旅游开发又迈出了扎实的一步。”看着刚签订的合

作协议，东富村党总支书记王运生笑着说。我们工作队也很振奋。

东富是一片红色热土，近百年前，青年毛泽东曾在东富村考察

农民运动，并在东富寺召开农运调查会，为彪炳史册的《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找到第一手资料和最有力的证据。如今也是全国红

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是“两山”红色专列旅游线路上的重要打卡地。

2021 年 5 月进村到岗后，我们工作队走访摸底 3 个月，和村里

一起绘制了村里的发展蓝图：“以毛泽东红色文化为主线、以农耕

文化为补充，以东富寺为核心，打造红色旅游精品村。”

围绕这个目标，工作队和村里携手完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村庄发生一系列可喜的蝶变。提质拓宽道

路、建设垃圾回收中心、完成东富寺精品“幸福屋场”创建等，村里

不仅人居环境在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也不断提高。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在东富村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工作

队和村里继续助推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

如今，村里的“稻田+”特色产业规模逐渐扩大，达到约 1500

亩，带动 40多户农民从事综合种养，120多人就业，东富的小龙虾、

“稻蛙米”“稻虾米”在醴陵已经小有名气。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上

台阶：2021 年 17 万元，2022 年增长为 30 万元，今年更制定了 50 万

元的发展目标并稳步迈进。

绘就新时代“富春山居图”，东富村的振兴画卷徐徐展开，春光

无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整理）

激活闲置资源 克服急功近利
——石峰区郭家塘村的共富探索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我的驻村日记

振兴动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
员/凌琳） 昨日，记者从炎陵县乡村振兴
局获悉，炎陵县今年将安排500万元资金，
重点打造5个乡村“幸福屋场”示范点。

去年以来，炎陵县把“幸福屋场”
创建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

“五好乡村”示范创建的重要内容，共
建设市级“幸福屋场”示范点 10个、县
级“幸福屋场”20个，均已通过验收。

“原汁原味、各有特色”是炎陵县
建设“幸福屋场”的主打方向。水口镇
水西村，村里围绕“幸福屋场”建设，已

建成议事长廊、怡心亭、生态停车场、
沿河风光步道等多项乡村旅游、公共
服务功能设施，不仅为群众提供了休
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也带动了乡村旅
游。去年，村里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旅
游创收30万元。

而在十都镇神农谷村，“幸福屋
场”建设融合了当地的红色景点、客家
民俗、畲族文化等特色，将乡土风貌、
特色文化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
打造了别具一格的幸福屋场示范点，
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力。

炎陵县
积极推进“幸福屋场”建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
员/凌琳） 茶陵县大力推行“屋场＋议事
会”，着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基层治理新格
局。2022年以来，议事会累计收集群众反
映诉求 173个，调解各项矛盾纠纷 58个，
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67个，提升
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围绕乡村振兴“主任务”，茶陵着力选拔
优秀人才队伍，组建议事平台，实现“一屋场
一议事会”。通过自荐和村民代表推荐，聘用
村（社区）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离退休干

部、乡贤能人、村民代表担任议事会成员。目
前，30个议事会已有238名成员，各成员为
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平安建设、建设“清廉
村居”等方面提出了多个有效思路。

同时优化规程，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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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除议事会
出席率不高、讨论不充分、决策不全面等
问题。

茶陵县
“屋场＋议事会”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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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全市“幸福屋场”建设现场推进会举行，

图为参会人员到东富寺幸福屋场考察学习。受访者供图

特色产业绘就
新“富春山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