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夏时节，烈日当空，炎陵县中
村瑶族乡平乐村黄桃种植基地，村
民们头戴草帽，进行采摘前的管护，
确保品质优良。如今，炎陵黄桃早已
走出大山，销往大江南北，甚至远销
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成为当地特
色富民产业。

农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是科技
创新。然而，科技兴农怎么兴？农业
创新如何创？

近年来，炎陵县积极完善帮扶
举措，加大支持力度，提升农业科
技进步和创新水平，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如今的炎陵大地，乡村振兴号
角业已吹响，借助科技力量，农业
生产焕发新生机。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培训。 受访单位 供图

近日，烈日炎炎。炎陵县水口镇生态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土豆种植基地，公

司负责人郭晓利带领员工们采挖土豆，笑

容写在脸上。今年，公司 300 多亩春土豆

喜获丰收，亩产达 2000多公斤。

近年来，郭晓利在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

体系长沙综合试验站、湖南农业大学马铃薯

研究团队指导下，结合水西村的生态环境，

钻研土豆优质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使土豆产

量与品质齐飞，他也被誉为“土豆大王”。

以往，炎陵农民一直沿袭原始的种植

方式，缺少管育，农产品品质差，卖不起

价。在专家、技术人员帮助下，该县掀起活

学活用科技的热潮，还出现了沔渡镇长江

村 7旬老人学电商、10岁小孩网上卖农产

品等新鲜事。

经过多年“岗位练兵”“实战”训练，炎

陵农民“百炼成钢”，种植技术迅速提高，

种养基地建设、病虫防治、疏果套袋等做

得规范到位。如今，大多农民由“泥腿子”

摇身变成“土专家”。“土专家”很吃香，吸

引了不少人前来“取经”，有的被请到外地

去当“老师”。

中村瑶族乡平乐村邓石茂原先种过

新世纪梨，因山区海拔高，新世纪梨“水土

不服”，经常遭遇霜冻，致使大量减产。后

在农技人员引导下，他改种黄桃，边学边

干，一丝不苟，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黄桃

品质越来越好。如今，他种植黄桃 20 多

亩，甜度大多在 15度以上。

在垄溪乡仙坪、中村瑶族乡心田等

地，只见一些深沟、高畦旁边的果树，枝条

修剪得整整齐齐。市科技特派员、炎陵县

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刘玉芳介绍，这里

的黄桃、茶叶、柰李等种植基地，按照操作

规程，打理得井井有条，疏花、疏果、施肥

等环节做得非常到位，非常专业。

截至目前，该县已发展特色水果 12.1
万亩、茶叶 3.52 万亩、白鹅 249 万羽。如今

在炎陵，建成国家级星创天地 2 个、省级

星创天地 2 个、市级星创天地 2 个，能生

产、懂技术、知管理、会销售的新型农民 2
万多名。他们在农村广袤大地大显身手，

给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年，炎陵

获评“湖南省农村创新创业示范县”。

“百炼成钢”，使农民变能人

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炎陵县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纪实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谭翠萍

近日，记者来到炎陵县神农生态

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的霞阳镇石子坝茶

叶种植基地，满目青翠，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茶园里，茶农正抢抓农时给茶

树追肥、培土，让茶树充分吸收营养，

为产出高品质茶叶打下基础。

“这不是普通的茶叶，是新引种

的‘黄金 8 号’优品，每斤卖到数千

元，属于茶叶中的‘极品’。”该公司董

事长龙辉平用手轻抚着茶叶说，就像

抚摸自家的孩子。

该公司茶叶品质大提升，得益于

科技创新。

起初，该公司种植的茶叶很一

般，后通过引进台湾先进种植加工技

术，经过消化吸收，茶叶品质大幅提

升，其“万阳红”品牌获省著名商标，

公司成为我市茶行业龙头企业。

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

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近年

来，炎陵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大力推进产学研融合、推广先进实用

技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该县历来重视农业科技的普及。

1981年 11月，该县为农民量身定做内

部小报《酃县农技报》，及时刊发相关

政策、农技知识等，指导农业生产。其

设置的《三叶草》《你问我答》等栏目，

针对农民生产中碰到的问题，公开释

疑解答。围绕主导产业，该报适时推出

一些特刊，如在黄桃种植期间，推出栽

培技术为主的特刊；在黄桃上市期间，

推出保鲜、销售技术特刊，为当地农村

科技普及打下良好基础。

2020年 2月 19日，正值疫情防控

期间，《炎陵县农技报》推出微信电子

版，让居家的农民朋友及时学习农业

生产技术。

2021 年，在院县共建、院市共建

的基础上，以省“三区”人才、上海市农

科院林果所研究员叶正文为首的《炎

陵黄桃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成功入选

省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湖湘高层次

人才聚集工程—创新团队专项计划，

是当年立项的 6 个创新团队之一，也

是唯一入选的农业科技创新团队。

过去，青石冈国有林场发展珍稀

苗木种植，由于技术不到位，苗木大

多靠购买。近年来，该林场累计投资

130余万元，引进新技术，在省“三区”

人才、省林科院研究员童方平专家团

队的指导下，在水口山分场等地，培

育出红豆、红榉、楠木等 15 种珍稀苗

木，面积 120 亩。“如今，林场不仅实

现珍稀苗木自种自繁，还每年销售 40
万株。”炎陵县青林生态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辉说。

针对高山水果、茶叶、药材、楠竹

等产业，因农户文化程度、技术水平

和劳力强弱等差异，农产品出现良莠

不齐现象，该县组织科技攻关，结合

农业生产实际，制定标准化生产规

程，有力地提升了产品质量。

科技引领，让产业“强筋壮骨”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在如今的炎陵乡

村田野，除了农民的忙碌身影外，还有一群

特别的“忙碌者”——农业科技特派员。

组建炎陵县科技专家服务团，该县主

动对接上海农科院、上海理工大学、湖南

农大、湖南省农科院等 10 余家省内外科

研院所或高校，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让这

些专家成为产业发展的坚强“科技后盾”。

组织选派 69 名省市县科技特派员、12 名

省“三区”人才，深入企业、园区、乡村开展

科技服务。

去年 4月中旬，省科技特派员、湖南农

大教授傅冬和专程来到炎陵县神农生态茶

叶有限责任公司。在红茶生产线上，他详细

了解制茶师对茶青分级、萎凋、摇青等环节

情况，讲解加工原理，就如何做到“看茶做

茶”，保持“花蜜香、甘鲜味”湖南红茶的典

型风味，进行现场指导，提升了茶叶品质。

以省科技特派员、省茶叶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省茶科所研究员包小村为首

的炎陵茶叶科技创新服务团队，指导研发

生产的“洣溪茗峰神农白茶”“洣溪茗峰炎

陵红茶”获第六届亚太茶茗大赛特别金

奖，“龟龙窝牌炎陵红茶”“龟龙窝牌高山

乌龙”双双荣获第八届亚太茶茗大赛特别

金奖，为全省获此殊荣的唯一茶园;国家级

星创天地神农白茶星创天地邓兴光被评

为“湖南红茶十大制茶工匠”；以省“三区

人才”、中南林科大教授李安平团队指导

研发的娜妹子黄桃浓缩汁获第五届中国

果品产业博览会产品金奖……

在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中，如何提

升农民生产技术？

该县采取短训、长训相结合的形式，

对农村带头人开展科技培训，短训即组

织专家、农技人员，带着课件，实地举办

一两天“田头培训班”；长训即重点抓好

“领军人才培训”，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

科技基础的村民重点培训，让他们成为

懂技术、会管理、能销售的新型农民，让

村民们学有榜样。

去年，该县完成技术培训和技术咨询

近2万人次，示范推广应用实用新技术新品

种20余个，建立科技专家服务团示范点（基

地）11个。仅黄桃产业培训，每年开展技术

及电商等培训 100余期，培训近万人次，印

发《黄桃优质栽培技术歌》6000余份。

在农业生产中，农民遇到难题，随时

通过发送图片、视频等形式，线上向农技

人员请教。如实在不行，还可打电话或网

上预约，农技人员随叫随到，实地解决，被

称为“农技 110”。

黄桃产业是该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支柱产业。从上世纪 80 年代试种试

产到近年的高光时期，规模扩容给黄桃优

质栽培、果品加工与储藏、产品分拣标准

等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该县积极对

接上海市农科院，开展院县共建，终于攻

克了绿色防控、精深加工、自动分拣等技

术瓶颈，助推黄桃产业发展壮大。

其间，省“三区”人才、上海市农科院林

木果树研究所叶正文每年来炎陵，走进田

间地头，手把手施教。他的足迹遍布炎陵各

乡镇，培训了一茬一茬的农技人员。如今，

黄桃种植面积 9.6万亩，涉及 1.1万户 3.6万

人，参与产业链人数近 5万人，全产业链综

合产值30亿元。一棵黄桃致富一方百姓，一

支团队成就一项产业，他们书写了“一粒种

子改变一个世界”的科技梦想。

科技人员，成兴农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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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晓聪 陈伟源 黄星） 高
温晴热天，避暑成为广大游客旅
游出行的关键词。攸县莲塘坳镇
下洞村红军洞景区，因气温舒适、
风景优美，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夏
日清凉游持续升温。

红军洞景区洞内常年温度在
18℃~20℃，十分凉爽，气候宜人，
与洞外炎热的天气形成鲜明对
比。为了迎接暑假旅游旺季的到
来，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
如洞内观光路线、室外游泳池、儿

童游乐场、户外露营基地等。
“这是第 4 次来红军洞，这里

好玩又凉快，还可以自己做饭，非
常适合全家出动。”来自醴陵的游
客李女士说。

外有瀑布飞流，内有溶洞奇
观，加上红色文化，红军洞景区越
来越受关注。“去年暑假高峰期日
均接待游客在两千人左右，今年
我们投资了 200 多万元完善服务
设施，接待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
质量全面升级。”下洞村第一书记
林喜元说。

攸县

红军洞景区
清凉游持续升温

暑假来临，亲水游是不少旅客青睐的项目。近日，在茶
陵县火田镇卧龙村的漂流项目，迎来大量游客。游客们在清
凉中享受漂流的惊险与刺激。

伴随着时而湍急、时而平缓的水流，一个个小皮艇漂流而
下，穿梭在九曲十八弯的河道中。游客们体验惊涛骇浪的同
时，还欣赏两岸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现场尖叫声、欢笑声，此起
彼伏。除漂流外，卧龙村还有客家民俗文化展示馆、新四军留
守处、星空草坪、盘山古道等景点，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谭斌斌 摄

茶陵

卧龙漂流邀你体验
“速度与激情”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陈韬

去年 12 月 12 日，湖南省 2022 年自然资源

例行督察进驻株洲，重点督察“一制、双零、三

行动”。这次督查，茶陵县省级督察反馈意见书

一共列举了 112个问题，任务重，压力大。

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奋起。今年来，茶陵

县深入分析当前全县违法用地整治工作中存

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进行再研究、再部

署，找准不足，背水一战，全力以赴推进违法用

地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半年时间过去，茶陵县打了一场翻身仗：

截至目前，112个问题已整改 100个，违法用地

整改率从全市排名靠后跃居前列。

合力攻坚啃“骨头”
“终于拆了！”5月2日，茶陵县自然资源行政

执法大队副队长罗志平，再次来到洣江街道鸿源

塑业制品厂（以下简称鸿远塑业）旧址，望着平整

后的5000多平方米土地，欣喜说道。很难想象，眼

前这片长满绿植的土地，曾经塑料垃圾遍地。

这块地曾是罗志平的一块心病，为何拆得

如此艰难？他介绍，一年之前就开始整治，由于

涉及部门较多，审批流程复杂，致使法院判决

一直没下来，这块地成了存量图斑。

今年4月，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制定了全面推

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实施方案，联

合法院力量，推动形成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自

然资源行政执法体系，从而加速了法制审核、法

院判决的速度，解决了一批多年来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存量违法图斑。仅仅过去一个多月，鸿

远塑业等20多个存量违法问题得以全部解决。

此外，单打独斗势单力薄，联合执法效果明

显。该局与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等部门联手，

组建联合执法队，对拒不配合的“硬骨头”依法强

制执行。今年 4月以来，该县共强制拆违 5起。

虎踞镇高水村观庙组一村民未经批准，擅

自建房，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

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自拆，但

遭遇阻力。5月 25日，联合执法队迅速出动，组

织专业人员强制拆除了这栋违建房。

三招并举助整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郊居民安置成

为大问题。村“社区”的预留安置地未报批，但

有人建房入住，怎么办？“一把拆”肯定不现实，

不整改又不行。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必须创新思维。4月 25
日，茶陵县自然资源局联合相关部门、村支两委，

邀请村民代表在下东街道头铺村召开业务会商
会，经过持续3小时商讨，对该村预留安置地违法
用地情况给出多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对村委进
行相关处罚，要求已建房屋用地及时补办相关
审批手续；没有明显建筑物用地，则复垦复绿。

业务会商，只是茶陵县自然资源局高效推
进违法用地整改的创新举措之一。截至目前，
通过业务会商模式，该局解决了下东街道、云
阳街道等地 4个违法用地难题。

两周一次的“红脸会”，是又一亮眼举措。3
月 25 日，茶陵县副县长刘军勇集中约谈了连
续两周整改工作排名靠后的乡镇相关负责人。
现场，多位乡镇干部上台做检讨，并签定承诺
书，立下军令状。

走进茶陵县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
一张“作战图”格外醒目，图上标注了待整改项目、
待拆除项目、疑难杂症项目制表，每个项目下方

注明了负责人姓名，细化责任，推进工作。

法情融合治“源头”
违法用地整治是标，根治才是本。然而在

整治工作中，一些村民因一己之力，与执法队

员打起了“游击”。

2 月 26 日，在对马江镇塘富村巡逻时，茶

陵县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大队综合股股长陈琦

琦发现，去年底一块恢复的耕地，不到两个月

又挖成了鱼塘，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会养鱼，赚得也多。”面对责问，该村民

道出了原委。

为了杜绝“当面填、背后挖”现象发生，在

督促整改时，陈琦琦特意邀请马江镇农技员，

指导村民补种蔬菜。6 月初，陈琦琦再次走进

塘富村，看见这块菜田长成绿油油的一片。“蔬

菜搭上村里销售顺风车，赚得不比养鱼少，今

后再也不乱挖耕地啦。”该村民当面承诺。

“把‘刚性’与‘柔性’相融合，从百姓、企业

需求着手，力所能及地解决问题，才能感化他

们，根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茶陵县自然资源

局局长唐智说。

被感染的还有违法用地企业。4 月初，马

江慧科生态园高空滑索点由于未取得土地报

批手续，要求及时整改。企业拆除占地设备后，

执法人员与乡镇干部，扛起锄头一起开展复

绿。这样的态度，也让“心气不顺”企业负责人

深受感动，转变思想，自觉参与到复绿行动中，

仅用 3天时间，就栽种了 3000多棵树苗。

类似做法在茶陵屡见不鲜，通过法情融

合，该县稳妥推进整改拆违。如今，随着宗宗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的建筑轰然倒塌，一片片良田

重新焕发了绿色生机，希望在田野上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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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国道攸县段
5.5公里路面翻新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晓聪
李青 黄星） 7 月 5 日，在攸县网岭电厂附近的 106 国
道路段，多台大型机械与施工人员正顶着烈日作业。设
计使用年限到期后，攸县开始对境内 106国道 5.5公里
路面进行翻修，让老百姓出行更加安全畅通。

106 国道车流量大，为保障道路通行能力，现场采
用半封闭道路方式作业，并在施工处围蔽区配置了交
通疏导员，为过往司乘提供行车指引。

攸县公路养护中心副主任王安定介绍，该项目总
投资达 550 万元，先对病害路面进行挖补，再进行铺
装，最后铺油面，预计一个月时间完成全程翻新工程。

“大中修施工可能对路面的行车造成影响，我们在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班加点，提高 106国道通车、行车
的安全。”王安定说。

醴陵

快乐科普
走进乡村中学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员/王力鑫）
7 月 3 日，湖南科技大学 2023 年“佛年”快乐科普校园
行在醴陵市沩山镇东堡中学启动。

据了解，此次志愿者团队设计了一系列的特色课
程，包括趣味实验课、手工制作课、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体育运动课、国风书法课、音乐课、烹饪课等，将为东堡
中学的学生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我们将带领中学生重点了解化学奥秘，激发科学
兴趣，提高爱国热情，引导同学们励志成为国之栋梁。”
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教授周虎说。

据悉，本次活动由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主
办，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团委学生会承办。活动
旨在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上好“大思政课”，在社
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同时对东堡中学学
生提供科普和帮助，让孩子们探索有趣的化学。

抚平“疮疤”护国土
茶陵县违法用地整改工作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