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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划龙舟的传统再次“被看见”，通过划龙舟唤起

全村人的精气神与凝聚力，是张志与王敏做的另一件

大事。

张志是 2018 年返乡的。此前，他在外做工程多

年，看到家乡因脱贫攻坚发生的变化后，他毅然选择

回乡，并通过努力当选为村委会委员。

在湘江边的渌口，划龙舟是传承了百余年的传统

文化活动。岸边锣鼓喧天，江上龙舟竞渡，是深烙在张

志脑海中的记忆。“从小我就盼着看龙舟，那场景比过

年还热闹，我总喜欢在岸边追着看。”他说。

16岁那年，张志实现了愿望，第一次坐上 30多人

划的大龙船参加比赛。他还记得正式比赛前，大家先

把船划到观音岩下进行一个祈福仪式。那种郑重的仪

式感，岸边村民摇旗呐喊的荣誉感，令他印象深刻。

回乡后，张志发现曾经的龙舟协会显得有些落

寞，协会所在的关圣庙也破旧下来。看到他对划龙舟

的喜爱，上一任龙舟协会的会长选举他来“接棒”，而

他选择接过了这份责任。

发起募捐修缮关圣庙，重新拉起队伍划龙舟，这

些年，张志一直在坚持。

得知区里今年要在端午节举办龙舟赛，张志聚集

划手，提前一个月开始训练。每天下午 6点半下水，一

练就是近两个小时。

从训练、彩排、比赛，再到最终夺冠，王敏又将镜

头对准张志和关口龙舟队，将他们的刻苦训练与拼搏

精神，通过一个个视频记录，并以新媒体的方式呈现。

记者看到，仅在王敏的视频号，关口龙舟队夺冠

的视频，点赞超过 1000 人次，比心则将近 2000 人次。

底下第一条评论写道：“历史上关口划龙船就厉害！”

关口龙舟队队员胡志雄说，他 20岁开始划龙舟，

队友们都是老搭档了。上世纪 80年代，他们曾代表省

市征战全国各地，获得了不俗成绩。

多年没有举行龙舟比赛，关口龙舟队的夺冠，又

唤醒了村民的自豪感与凝聚力。

受王敏的影响，以前从不玩抖音的张志，去年也

注册了抖音账号，目前粉丝也达到了 1000 多人。种玉

米、划龙舟、修缮关圣庙等，以前他做了这些事，但即

便村上知道的人也不多，现在大家好像都知道他在忙

什么，还希望和他一起干。

“做新时代的农民，也要与时俱进，掌握新技能才

行。”张志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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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渌口区渌口镇的渌口村有点
“火”。

先是6月 22日端午节，渌口村关口龙
舟队夺得渌口（昭陵）龙舟赛冠军。接着，村
里打造的“庭院经济”案例——“时光小院”，
又在众多株洲人的朋友圈“刷屏”。

看似“平平无奇”，为何频频引来瞩目？
6月28日，记者进村一探究竟，发现两

者背后都有“80后”张志的身影。而他又说，
这要特别感谢“敏姐”——“70后”王敏。

善用创意和新媒体渠道，他们推介家乡
有“秘诀”。

下午 6 点不到，渌口村的“时光小院”已
经爆满。有人来进行团建，也有家庭扶老携幼
而来。张志说：“大小 11 张桌子，明天的也被
预约订满了。”

张志被晒得黝黑，说话直爽，看到工作人
员忙不过来，总会立即跑去帮忙端菜，T 恤很
快就被汗水打湿。

“时光小院”是张志与几个合伙人一起打造
的。他是渌口村的村委委员，近两年带头流转土
地种植了80亩玉米。为了推广自家玉米，他请亲
戚王敏来帮他拍摄玉米整个生长周期的视频。

张志的玉米地附近，有一栋村民废弃的
楼房。原本，他想与人合伙将这里改造成饭
馆，接待钓鱼的游客。5 月初，当他把想法和
王敏一说，事情就一路朝着让他“既惊又喜”
的方向发展了。

惊的是，王敏层出不穷的“好点子”，喜的
是，“不仅省了几万块钱的设计费，还打造了
一个网红打卡点。”

村里废弃的瓦片、啤酒瓶、桌椅、木料等，
在王敏眼里都是可以二次利用的“宝贝”，并
最终成为打造“网红打卡点”的原材料。至于
整个院落怎么设计布置，王敏说:“我脑子里
事先就有全盘的计划。”

对“时光小院”的打造，王敏坚持用视频
记录每个环节，并通过她的抖音账号“三爷在
农村”吸引关注、提升人气。玩抖音两年多，她
分享乡村生活点滴，积累了 6000 多个粉丝，
获赞 19万多人次。

经商多年，王敏早已不用为钱发愁，近年
来她去过很多地方旅游。和一般游客不同，每
去一个地方“打卡”，她总喜欢“琢磨”，还会想

“假如是我来做，会做成什么样子？”
张志也坦言，相比“敏姐”，他没有那么多

“奇思妙想”，但他有的是干劲与执行力，“只要
她说什么，我们就全力去达成她想要的效果。”

实际上，做到这点并不容易。王敏说，当
她想要用砖块做出海豚、心形，以及小汽车等
造型时，村里的匠人往往不知从何下手。“从
想法到实践，他们从没做过类似的产品。”无
奈之下，她蹲在地上用粉笔画出线条，师傅们
再按照线条用电锯进行切割。

从清理旧房、平整土地、手绘图纸，再到
去村里寻“宝”、打造景点等，40 多天的改造
都被王敏发在了抖音上。

等到改造进行得差不多，6 月下旬开始
试营业时，王敏的抖音视频下面不少人纷纷
评论：“地方在哪里？好想去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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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这个院落，很难不被众多“打卡点”吸

引，它们散落各处，也各有特色。

步入院子门口，迎面会看到一道“屏风”：

1700 多个废弃的啤酒瓶，垒出了“绿水青山”字

样。绿色啤酒瓶构成的“画布”上，白色啤酒瓶书

写着“笔画”。

旁边，一栋两层楼房的侧面，绘有色彩明快、

充满年代感的墙画。画两边写着：“建设新乡村，

共奔富裕路。”而整栋房子则被打造成“时光宝

盒”，冰棒房、录像厅、茶铺等，各种富有怀旧气息

的招牌，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各个角落。

围绕这栋房子，透明小木屋、喷洒水雾的水

系、镶嵌出小汽车图案的砖墙等，都在丰富着整

个院子的看点。院子之外，还有荷塘、花海、玉米

地等，京广铁路线就在不远处，时不时有绿皮火

车轰隆隆地疾驰而过。

“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风格是根据女性和孩

子的喜好打造的。”王敏说，她当初设计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要方便女性自拍，让孩子们能发现童

趣。“抓住了女性和孩子的眼球，就能把一整个家

庭都吸引来。”她笑着说。

张志没想到“时光小院”会这么火爆。

之前，张志的重心放在玉米基地。从翻地、施

肥到最终采收等环节，他以每天 120 元的工钱雇

村民做事，每年能带动二三十名村民增收，挣得

多的一年能多增收七八千元。今年玉米基地大约

能产出 8 万斤玉米，但只能自己谋求销路，有了

“时光小院”这个新阵地，他又多了一个推广的渠

道。

目前“时光小院”带动了 5 个村民务工，张志

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它对村里的发展起到更大

的促进作用。

在这方面，王敏想得比张志要透彻。“打造

‘网红打卡点’，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能获得

多赢的局面。”在她看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各个村庄要合理利用当地元素塑造具有看点的

场景。

“这种场景，一方面能给村民提供文化娱乐、

散步休闲的地方；更深一层来说，如果经营好了，

还能带动村民卖特产、搞民宿，真正带动村民增

收。”王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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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草坪村亮出
振兴“三板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
杨泺锟） 炎陵县西南的西草坪村，曾经负债

20 多万元，村集体经济薄弱。近年来，村里乘

势而上谋振兴，获得“湘赣边区乡村振兴示范

村”“湖南省美丽乡村”等荣誉招牌。“落后村”

变“先进村”，西草坪村的发展得益于舞好了

“三板斧”：抓党建、强产业，以及育人才。

“党建+”新模式，是西草坪村支部书记张

湘军琢磨出来的经验。他也是炎陵县金紫峰

粮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7 年起回

乡担任村支书。一次参加红色培训，他看到毛

泽东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于是受到启

发。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以支部为核心，成立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治理、乡村旅游、人

居环境这 5个党小组，然后再根据党员实际情

况分配职责。

“比如年轻党员有想法，更有闯劲，主要

放到产业发展小组；而老党员有威望，经验更

丰富，更适合做社会治理工作等。”张湘军介

绍，党建工作思路一变，职责理清了，引领带

动作用也更强了。

党建龙头带动下，西草坪村又以“党建+

产业扶持”推动村上产业发展。在全村总人口

1015人、党员 34人的村里，张湘军带领大家成

立了一个合作社和两家公司：炎陵县良坪水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炎陵县鹏达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炎陵县美悦保洁有限

责任公司。

通过合作社与两家公司，村里推动“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吸引 49名

村民入股，发展了油茶、黄桃等产业。2022年，

村集体经济达到 22 万余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达到 1.8万余元。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活水”，而西草坪

村以奖学崇文的传统，蓄积了深厚的“人才

池”。多年来，村里通过鹏塘张氏“尊宗睦族、

关爱后代”理事会平台，每年的 8 月 26 日都会

组织大型的“祭祖、纳主、颁发奖学金”活动。

对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该活动会给予相应

金额的资助，帮助他们成才。在仪式上，接受

捐助的学生都会“宣誓”：报效祖国，回报家

乡。去年张氏家族就有 14名学生考取大学，并

获得奖励。

张湘军介绍，近十年，张氏家族共授奖

112 名大学生，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作着贡献，

也有不少人用实际行动回馈着家乡。在西草

坪村，一位曾经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后来从事

规划设计行业，近两年曾参与指导村庄规划

并分文不取。

讲述人：市派驻攸县渌田镇潞甫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胡湘生

6月 27日，天气晴好，早上 6点多天就大亮了。

我和工作队成员住在村党群服务中心，起来洗漱吃过早

饭，立马就能进入工作状态。

和往常一样，这天的驻村工作同样安排得满满当当：上

午，和村两委一起开会，研究讨论了七项重点工作，包括“七

一”党建活动、产业项目发展，以及村干部责任分工等问题。

进村到岗一个多月，我们对潞甫村有了更多了解。潞甫村

是个大村，全村辖 41个村民小组，有 1536户村民 5128人。前段

时间，我们开展深入摸底，重点走访了69户脱贫户、9户监测户，

并进行精准画像、追踪观测，在此基础上确定结对帮扶对象。

这天下午，我们又走访了 3 户脱贫户，进一步夯实防返贫

工作。

如今走在村里，和我们工作队打招呼的村民越来越多。驻

村以来，我们迅速进入角色，抱着“到了潞甫就是当地人”的情

怀，和村里一起谋发展。

刚到村里，我们就走访村老支书、乡贤、脱贫户等各类代

表，详细了解村情民意。同时，陆续走访了县政府、县政协、渌

田镇政府等单位，就驻村工作思路积极征求各方意见、争取各

级支持。

经过前期系列工作，我们工作队初拟了今年驻村工作目

标：开发生态园二期、建设乡贤创业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各项工作力争全县第一、株洲前三。对帮扶重点工作，我们

也从基础设施修建、农旅产业融合、打造研学基地等方面，进

行了一番筹划。

村庄清洁“大扫除”是最近重点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们

主动融入，积极帮助无人在家的农户打扫庭院，组织了秋陂塘

水库引水渠清淤除草活动等，助力村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傍晚散步的时候，看到村民在收油菜籽，我和队员经常停

下脚步，撸起袖子就赶去搭把手。

“我在村上生活了几十年，看到工作队员和我们同吃同住

同劳动，还帮我们收油菜籽，真是太感动了！”前不久，村里微

信群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发送者是 60 多岁的村民蔡和生的

妻子。她带着自家酿的米酒，来到村部对我们工作队员表示

谢意。

“你的心意我们收下了，但东西确实不能拿。”我们摆手婉

拒，内心却十分感动。认真为民办实事，老百姓才会和我们交

心啊。

市文联二级调研员娄雷、南方中学副团级干部刘国武和

市农业银行副督导员龙建忠，还有我，工作队四个人的年龄加

起来超过 200岁。我们调侃说，咱们工作队是“老 Boy”组合。

但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驻村工作，我们心怀同

样的热忱，干劲足着呢。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到了村里就是当地人我的驻村日记

1700
1700多

个
废

弃
啤

酒
瓶

垒
砌

而
成

的

多
个

废
弃

啤
酒

瓶
垒

砌
而

成
的

””绿绿

水
青

山

水
青

山““
图

案
图

案
。。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李
军

李
军

追
梦
乡
村
振
兴
，张
志
（
右
）
与
王
敏
致
力
于
打
造
﹃
网
红
经
济
﹄
带
动
强

村
富
民
。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李
军

摄

西草坪村获得奖学金的学子郑重承诺，

将来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

受访者供图，资料图

”时光小院“围墙里的小汽车与心形造型，都来自王敏的设计。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