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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州考察归来，各市派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不仅纷纷写下心得体会，还迅速
召集驻点村的村“两委”班子展开了学习交
流。

学到了宝贵经验，如何指导今后的驻
村帮扶工作？

市派驻攸县下湾村工作队队长汪爱国
坦言，他驻点的下湾村相关基础设施有待
完善，村集体经济也较为薄弱，但此次考察
调研令他深受鼓舞。“贵州发展的经验告诉
我们，只要认真干、扎实干、拼命干，没有什
么事是做不到的，落后地区也有可能成为
乡村振兴的‘学习样板’。”他说。

结合下湾村的实际情况，汪爱国和工
作队计划学以致用，强化“干的思维”，以实
干精神抓党建、聚合力、谋发展，真正实现
穷则思变；同时全力抓好乡村产业发展，因

地制宜地谋划一批立足当前、规划长远、富
民利民的产业项目，切实做大村集体经济。

在炎陵县苍背村，肖伟也积极和村里
谋划，把这次考察学习的成果转化到创建
湘赣边界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实践中去。针
对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村里下一步打算依
托湘乐棕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取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新建粽叶
基地500亩，带动农户200户，促进农民增
收。

市派驻渌口区龙门镇花冲村工作队队
长陆洁则说，借鉴贵州发展经验，花冲村完
全可以立足滑翔伞飞行基地、花冲云由美
墅高山露营、花溪休闲谷等乡村旅游资源，
打造观光旅游、农业采摘、休闲娱乐等旅游
项目，让农旅融合产业成为花冲村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

8月1日，清晨5时多，鸟鸣婉转，天还没有
大亮，我们工作队三个人已经开始晨跑，“用脚
步丈量汆溪村”。

进村到岗两个多月，我和工作队都在不
断融入。比如晨跑，我们就在当地找到了同
道，每次总能和近10个附近居民一起奔跑。

晨跑回来，洗完澡吃过早餐，我们上午7
时50分左右来到村部，元气满满地迎接新一
天的驻村工作。

汆溪村位于醴陵市白兔潭镇，与浏阳大瑶
镇和江西萍乡的上栗交界，106国道、澄潭江穿
村而过，有水田近70公顷，全村有村民504户、
2341人。发力乡村振兴，村里各方面基础不错，
近年来也保持着“小跑前进”的发展势头。

村里有花炮公司、生态农庄等众多企
业，由于产业有家底，不仅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务工，村里常住
人口约2900人。

近年来，汆溪村摘获了“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创建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等金字招牌。

村里的发展，源于村“两委”的引领与实
干。按我们队长、市卫计综合监督执法局二
级调研员谭新宇的说法，“村里‘拼振兴’的
劲头很足。”我自己也发现，村干部经常周末
都在加班忙碌。

驻村以来，我们工作队深入走访，摸底
脱贫户及重点监测户等情况，开展“村庄清
洁大扫除”等工作，都得到了村干部和村民
的积极配合与支持。

5月底，我们工作队驻村不久，就赶上了
村里的一件大事。当时，醴陵市“三社合一”
综合服务大联盟成立启动仪式在汆溪村举
行，村里也成为醴陵第一家试点单位。

如何把活动承办好？怎样展示汆溪合作
社前期的成果？针对活动相关细节，工作队和
村“两委”紧张筹备了3天。活动当天，村里的
精练压榨葵花油、精练压榨菜油、手工农家腐
乳等特色农产品，以及汆溪河洲中国红鞭炮
等产品得到了精心展示，“吸睛”效果明显。

村里的其他活动，我们工作队也在倾情

参与。防汛期间，村里针对澄潭江开展日常
巡河，我们荧光绿的制服一穿、草帽一戴，就
和村干部一起上；村里进行安全生产大排
查，我们将排查与驻村工作结合，认真做好
上门入户的走访……

因为“并肩作战”，所以情谊日渐深厚。
对我们的全身心投入，村干部和村民都看在
眼里。汆溪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张申年坦言，

“工作队把村里的事当自己的事，工作扎得
深、过得细。”

亲友们也说，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关于
汆溪村的内容越来越多了。给村里的榨油房

“带货”，记录村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用镜
头展示汆溪的优美风景等，村里的大事小
情，我都忍不住想分享。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瞄准乡村振兴愿景，我们工作队与村里携
手，一起奔跑。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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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驻村日记

讲述人：市派驻醴陵白兔潭镇汆溪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员 邝婉琴 奔跑在振兴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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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多数人对贵州的印象是偏远山区、贫穷落后。如今的贵州会颠覆许多人的固有
印象。

7月24日至28日，我市组织市派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以及县市区驻村办
部分人员等60余人，赴贵州考察调研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

调研归来，有学员在学习心得中直呼：贫困地区也能成为“学习样板”！移步换景学经
验，大家都学了哪些“干货”？

山清水秀的风景、层叠蜿蜒的梯田、数
万亩的茶园，还有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民
宿等。此次考察调研贵州行，行程紧凑，也
给调研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实地考察集中在 7 月 25 日到 27 日，3
天内，大家先后去到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
的乌东村、白岩村等地，以及遵义市湄潭县
的核桃坝村、落花屯社区以及龙凤村等地，
学习当地经验。

在每个考察点，大家一路看学议，“震
撼”与“受益匪浅”成为交流时的“高频词”。

市派驻醴陵市左权镇将军村工作队队
长周刚发现，雷山县和湄潭县各有主打产
业，前者重视农旅融合产业，后者则做足了

“茶文章”。湄潭县对茶产业的打造令他震
撼，从“天下第一壶”、面积数万亩的“中国
茶海”，到底蕴深厚的贵州茶工业博物馆，
他感慨“县域处处可见茶的存在，被誉为

‘中国茶业百强县第一’，并非浪得虚名。”
“产业发展是核心。”在考察心得中，市

派驻炎陵县苍背村工作队队长肖伟，将这
一心得写在了最前头。他也观察到，产业主

线之下，两县又因地制宜地打造特色产业，
探索了多样化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比如雷山县白岩村，村里把数字乡村
建设与特色民宿集合，打造了“百美村宿·
牧云涧”，同时每家每户加入梯田部落旅游
专业合作社，通过大数据带动旅游发展。
2022年，仅旅游这块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就
超过12万元。

做好特色产业并不容易，需要村“两
委”注重党建，并拥有敢闯敢拼、先行先试
的精神，以及久久为功的情怀。

湄潭县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
县，该县龙凤村抓住改革契机大胆尝试，允
许来村从事农业生产三年以上的外地人员
有偿使用宅基地建房，权属可达50年。如
此一来，为引进留住农业人才和劳动力营
造了良好环境，支撑了当地茶产业的长远
发展。

而瞄准“户户能看、村村能看、全域可
看”愿景，实现“民居变民宿”目标，湄潭县
新建改建黔北民宿10万栋，前后努力了将
近二十年。

学了啥：紧盯产业振兴，做强特色产业1

怎么干：因地制宜，学以致用谋振兴2

调研组在雷山县乌东村看学议生态保护与农旅融合经验。受访者周刚 供图

湄潭县的“中国茶海”。（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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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攸县新市镇丁家垅村。
清晨5时多，53岁的向祚校伴着鸟鸣来

到了田间。他肤色黝黑，戴一副眼镜，精瘦如
老农，又带点知识分子的气质。

总有人说种田不划算，向祚校却自信地
称：“除了天灾人祸，不算补助，我种粮食从
没亏过钱。”

他只有小学学历，但种田种出心得的
他，带领大学毕业的女儿女婿一起种，并且
种出了新事业。

中稻+再生稻种植
他有种粮新模式

向祚校是益阳南县人。
自从2003年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向祚校

不断累积着种粮心得。10年前，他就意识到，
种粮要想不亏本还有得赚，就要走规模化种
植的道路。

通过朋友介绍，向祚校了解到当时的醴
陵及攸县有发展机会，于是来到株洲，并曾
在两地集中流转土地进行水稻种植。

2022 年 6 月，向祚校在攸县丁家垅村、
新市村、回垅村承包水田，共流转土地146公
顷多，然后用自己的“五字诀”开始种粮。

简单来说，向祚校的种粮“五字诀”是：
新、优、全、细、续。

这个“新”字，指的是向祚校在种粮模式
上的创新。如今来看，规模化种植已经不算
新鲜了，但他在种植双季稻之外，还采用了
中稻+再生稻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能实现
一次播种两季收成。

同时，中稻+再生稻种植模式从播种到
两季收割，周期在180天左右，相比两季稻种
植缩短了60天，节本增效明显。

“优”是聚焦优良品种种植，提升粮食品
质，助力粮食增产。向祚校说，“得益于良种，
我对粮食增产的信心越来越足。”

根据种植环境、水田质量等综合条件，
向祚校精心选育昱香两优馥香占、玮俩优
8612等优质稻。这些优质稻品质好、米粒晶
莹剔透、无倒伏现象，适合留蓄再生稻。初步

估计，今年他流转的田地预计粮食产量将达
110万公斤。

“把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
完善产业链”

向祚校“轻装上阵”，除了购买无人机用
于打药等，他并没有买过多设备，也没有租
赁多大的场地。

这背后的经营理念，在于“五字诀”里的
“全”与“细”。

“全”，指的是构建全链条全流程产收销
体系，增厚种粮效益。说起来高深，但向祚校
说得简单质朴，“就是购买代育、代耕等社会
化服务，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同
时借助规模效应降低自己的成本。”

比方说，购买农机服务的时候，请人代
耕地面积大，也就有了议价权。借助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向祚校仅8天就完
成了130多公顷的田块翻耕和早稻播种，大
大提高了耕作效率。

在向祚校看来，这样也能完善乡村的种
粮产业链，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购买相关社会
化服务，当地的农机专业合作社也做不起来。

种粮的同时，向祚校还在当地开展粮食
收储，转运卖到粮食加工企业。这是一种双
赢，既方便了当地村民卖粮，活跃了产销市
场，他一年也能从中赚取受益。

专业的事情交给了别人，自己该做好的事
又必须精细地做好，这又落到了一个“细”字。

对于130多公顷稻田，向祚校坚持实施
精细化管理，规范标准化操作。比如施肥，他
就尝试配方施肥、分期施肥，实现了化肥减
量增效。

丁家垅村党总支书记丁雪龙说，“老向
对于种田，真是耐得烦、霸得蛮。”前段时间

雨水缺少，他看到向祚校早出晚归往田里

跑，有时晚上八九点还打电话给他，请他帮
忙协调田里的用水问题。

让种粮有奔头
女儿女婿都跟着他干

无人机嗡嗡飞舞，药水均匀地喷洒在水

稻之上。
稻田边，向祚校的女婿肖胜军戴着运动

风空顶遮阳帽，娴熟地操控着无人机进行打
药。在一旁协助他的，是向祚校的女儿郭辉
（随母姓）。跟着父亲种地以来，这两个曾经
白净的年轻人，肤色已然“晒成了酱油色”。

肖胜军夫妻俩都是 90 后，也都曾在北
京、深圳这类大城市打拼。比如肖胜军，他大
学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毕业后曾在深圳工
作，后来回到家乡益阳上班，每月也能拿到
上万元的工资。

工作一段时间后，肖胜军发现工作单调
重复，和他追求的事业有很大的差距。“年轻
人就要大胆去追梦，去干一番事业。”他说。

在岳父向祚校的耳濡目染下，肖胜军看
到乡村大有可为，他本身也是党员，对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与意义也有一定了解。
深思熟虑后，他毅然辞职，来到了攸县和岳
父一起从事农业。

“刚开始，经常有村民问我，小伙子你为
什么不去上班，跑到这里种地干吗。”肖胜军
笑着说。

郭辉跟着父亲从事种粮后，才发现“父
亲原来懂得那么多，种地有那么多讲究。”比
如除草的时候，哪一种草需要打什么药，药
水需要怎么配比，向祚校心里都有数。

劝女儿种粮时，向祚校曾经给她算过一
笔账：全年农忙 4 个月，其余时间基本空闲
又自由，按照一个人管理40公顷田，平均每
公顷收益6000 元计算，一年收入也有24万
元，比在外面上班强。

真正一脚踏进田里，郭辉发现种粮还是辛
苦的，而且大多时候靠天吃饭，产出并不稳定。
但她和丈夫如今也坚定了决心，“我们都是大
学生，学习能力强，也有闯劲，只要学好技术本
领，脚踏实地地干，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对未来，肖胜军甚至想开公司，或者创立
合作社，带着村民一起种植中药材等经济作
物，给村民提供务工机会，也赚取更多的收入。

看着女儿女婿的变化，最欣慰的是向祚
校。“有了他们接班，我的种粮就后继有人
了，这也算是我培养了人才，为国家粮食安
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笑着说。

他带着大学生女儿女婿来种田

向祚校正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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