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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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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发展步伐，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发展差距，让脱贫群众生活越过越红火。

地处罗霄山片区的株洲，创新探索

出 18个在全国全省领先的经验做法，率

先打赢了脱贫攻坚的总体战、合围战；奔

赴乡村振兴的赛道，株洲一如既往祭出

非常之举、用尽非常之功，让广大农民乐

享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即日起，株洲日报推出“防返贫·亮

实招”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基层，挖掘各

地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有益探索，供大家

分享，以便凝聚起乡村振兴的蓬勃动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陈艳 刘晓聪 黄星 彭亮霞

6月23日，如期而至的“端午水”，打在
攸县江桥街道杨木港村油茶林示范基地，挂
满鹌鹑蛋大小果实的油茶树，身子被压低。

斜坡上，脱贫户谭勇抹了抹脸上的雨

水，和同伴继续抡起锄头开沟排水。“不能

白拿了人家的工资，产量高了年底分红还

能多拿点。”自从湖南攸爱公司进村发展

油茶产业，谭勇通过就业帮扶稳定脱贫，

还盖起两层洋房，日子越过越滋润。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

防返贫都是重中之重。地处湘赣边的攸

县，牢牢把握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工作底

线，创新推出重点项目、特色产业、集体

经济“三带”联农机制，走出了一条传统

农业大县精准防返贫的路子。

去 年 ，攸 县 乡 村 产 业 链 产 值 达

279.21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入围全国百强。

重点项目带
联农有了硬支撑

种油茶，攸县向来给力。中国油茶
之 乡 、湖 南 省 油 茶 重 点 县 、湘 东 油 库

……攸县赚足了名气。然而，产业链条
偏短、规模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让油茶
产业的富民成效打了折扣。

对此，攸县以项目为依托，将油茶
特色产业作为“招大引强”行动重要内
容，每年安排 1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油
茶产业发展。同时，该县还与省农担公
司签订“惠农担-油茶贷”专项合作协
议，争取资金做大做强油茶产业。

“我们已建成 2 万亩连片油茶示范
基地，打造了攸爱山茶油品牌，去年还
签约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林雪为品牌代
言。”湖南攸爱公司负责人龙政军告诉
记者，县财政每年安排重点产业帮扶资
金，不仅让企业有底气甩开膀子干，也
有动力带动农户增收。

目前，攸县落户省级油茶龙头企业
5家，创建“攸爱山茶油”“湘天华”等 6个
油茶品牌，全县年茶油产量突破 1.5 万
吨、总产值逾 20 亿元，共有 121 家种植
大 户 、1000 余 户 群 众 发 展 油 茶 产 业 ，
3000 余户脱贫户监测户通过收购产品、
土地流转等直接受益。

不仅是油茶，攸县香干也在联农路
上走出自信步伐。投资4亿元建设的香干
产业园，已落户豆制品龙头企业 3家，豆
腐（香干）企业作坊 400 余家。企业通过

“订单收购”“就业帮扶”“股份合作帮扶”
“电商帮扶”四种联农模式，带动脱贫户
监测户 7300余户，每年发放产业分红达
150万元。

特色产业带
联农立起新标杆

再过半个月，攸县菜花坪镇千亩鹰

嘴桃基地就要开门迎客。

湘蓝家庭农场负责人蔡曼仔瞅了瞅

天边的乌云，又瞄了瞄枝头翠绿泛红的鹰

嘴桃，寻思“在果园布置一条采摘路线，铺

个地毯再架几块采摘指南的牌牌”。

蔡曼仔种鹰嘴桃施有机肥、用物理

防虫，请省农科院专家做技术指导。因外

形独特、口感爽脆，鹰嘴桃慢慢成了网红

产品。当地政府顺势提出打造“攸州花果

山、最美菜花坪”的思路，鼓励周边农户

种植脐橙、鹰嘴桃等特色水果种植。如

今，菜花坪镇光鹰嘴桃就种了上千亩，年

产量超过25万公斤，纯收入上百万元，越

来越多脱贫户加入了这个“百万产业”。

农户身边的特色产业，门槛低、示

范带动作用明显。攸县以特色农业破

题，构建“2+N”特色产业发展框架，与

隆平高科建立县企共建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政策扶持、产业奖励等多种方式，

打造“一镇一特色”的产业格局，催生出

160 余家水果生产主体，全县特色水果

规模种植面积达 1.3万亩。

与此同时，攸县实施“户户有产业、

人人能创业”产业工程，向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放创业贷款，扶持一批麻鸭养殖，

青储玉米、湘莲种植等特色产业项目。

“我们累计发放小额信贷 4138.1万元，帮

助脱贫户监测户 892人实施特色产业创

业。”攸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特色产业已成联农带农的新标杆。

集体经济带
联农蹚出新路径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联农带农，需要“强健的臂膀”。

攸县抓住村集体这个“牛鼻子”，探

索“村级+老板”“村级+致富带头人”“村

级+村民”“村级+企业”等多种合作模

式，让集体经济“强筋壮骨”，进而更好

地释放联农效应。

走进攸县丫江桥镇仙石村蓝莓园，

淡淡青草香与果香扑面而来，一排排蓝

莓树生长得郁郁葱葱，一串串饱满圆润

的蓝莓如一颗颗蓝宝石般点缀在青枝绿

叶间。

2021年4月，仙石村从浙江引进蓝莓树

苗，村里全资控股成立村级合作社，种植了

60亩蓝莓，带动村民、村集体经济双增收。“我

们是6月1日正式开园，今年预计总产量3万

公斤。”仙石村蓝莓园负责人陈爱说。

不仅是仙石村蓝莓，华富村辣椒、联

江村油茶、三峰村蕲艾、新沙岭村药材、樟

树村耳环加工等，“一村一品”的特色产

业，让丫江桥镇农户通过“土地入股+就近

务工”等方式，实现了收入稳步增加。

集体经济带，联农蹚出新路径。数

据显示，去年攸县乡村产业链年产值达

279.21亿元，“两有人员”、监测户产业利

益联结实现 100%全覆盖，脱贫户产业带

动（就业）覆盖率为 80%。

“通过‘三带’联农，我们不仅增强

了乡村产业的持续‘造血’能力，也提升

了脱贫人员自我发展的动机和能力，从

源头上筑牢了返贫致贫的‘防火墙’。”

攸县副县长邱铁勇对记者说。

村民在抚育油茶林。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
洲平 通讯员/龙子晴） 近日，株

洲首家共享电化学储能电站——

110 千伏茶陵马江储能站成功送

电，它的运营将大幅提升株洲地

区新能源消纳水平。

近年来，用电负荷的不断攀

升、能源清洁低碳的飞速发展，促

使电池储能技术的应用成为电力

保供、保安全稳定的重要措施和手

段。茶陵马江储能站是株洲首家共

享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投资约 5

亿元。该项目投产，通过在新能源

大发时段存储清洁电能，将增强株

洲电网的灵活调节能力，并网后将

有效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项目建设期间，株洲供电公

司组建起以东方红（火车头）共产

党员服务队队员为主要成员的专

项服务团队，派出 10 余名党员技

术骨干，与储能站项目建设团队

密切配合，对项目用电安全、电气

设备质量、工程建设周期进行严

格把关。从 4 月中旬起，该服务队

先后 5 次上门服务，提出意见建

议 120 余条，助力项目团队优质

高效完成建设任务。

“马江储能站地处偏远，两个

月来，专项服务团队一直坚持上

门服务，从供电方案、设计审查、

施工检验、安全技术措施等方面，

为我们答疑解惑，解决了很多让

我们头疼的问题！”茶陵马江储能

站负责人曾垂青感谢道。

株洲首家共享电化学储能电站投运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
怡敏 通讯员/刘世强） 日前，渌

口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在湖塘小

学揭牌成立，为研究与解决特殊教

育发展中的新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是集咨询

评估、教研培训、指导督评、资源

共享、信息管理等多项服务于一

体的特殊教育专业机构，今年 5月

12 日，我市在全省率先成立市级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渌口区湖塘小学有该区唯一

一个特教班，自 1991 年开班以来，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经

验，先后培养了近 200 名特殊孩

子。他们通过学习教育，大部分都

能自食其力，有的还成家立业。默

默耕耘在特殊教育一线 20余年的

特教教师刘惠兰，还被评为“省级

道德模范”，为渌口区乃至株洲市

特殊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悉，该区特殊教育资源中

心成立后，将更好地整合特殊教

育资源，搭建平台，为政府部门

提供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服务；为

各随班就读定点学校、康复机构

的 残 疾 儿 童 及 其 家 长 提 供 优 质

的专业服务。

渌口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揭牌成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
捷 通讯员/代沛） 6 月 21 日，中

农联“订单农业”合作协议在醴陵

市明月镇政府举行签约仪式。合

同签订后，明月镇每年将收到价

值 1.2亿元的农业订单。

根据协议，醴陵市中农联市

场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将 从 农 产 品 种

植规划布局开始，深度参与明月

镇 的 农 产 品 种 植 、采 购 、运 输 、

销售过程，根据市场需求向合作

社或种植大户下单，并负责统购

统销。

“中农联已经收购了我们 600

万元的农产品，”明月镇党委书记

邹政大告诉记者，“合作社直接和

中农联的销售平台衔接，减少了

运输、仓储等方面成本，让农民卖

菜多赚钱。”

近年来，明月镇具有丰富的

农产品资源和传统的种植优势，

通过订单农业，建立“企业+镇村+

种植户”模式，形成完整的“产+

运+销”产业链，增强农民增收致

富的信心，提高醴陵玻璃椒、水果

玉米、生姜等本地特色农产品的

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夯实乡村

振兴的基础。

明月镇携手中农联发展订单农业

①
“三带”联农奔富路

——且看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攸县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