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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清晨，洣水河畔，旭

日初升，茶陵县舲舫乡官溪村逐

渐苏醒，村民们陆续开启了新一

天的忙碌。

我简单吃完早餐后，照例在 8

点前赶到村部，为新一天的驻村

帮扶工作做准备。

这两天，全市开启了防返贫

监测大排查工作。官溪村有 16 个

村民小组，有 751 户村民 3124 人。

通过前段时间开展深入摸底，我

们将对 123户重点对象、重点人群

实行逐户“过筛子”，全面摸清脱

贫户、监测户、边缘户、档外低保

户、档外五保户、事实无抚养儿童

等人员户的基本情况，建立各类

人员户台账。

根据计划，我们今天要走访

周运芳等 8户防返贫监测对象，了

解他们的生活状况、经济收入情

况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前官

溪村村民主要靠捕鱼为生，自实

施禁捕令以来，渔民们纷纷“上

岸”。由于该村耕地少，水资源丰

富，村民主要发展种养业。

如今，走在官溪村的养鱼基

地，一眼望去，50多口池塘排成一

排，从空中俯瞰宛如一串珍珠项

链，昔日的“捕鱼村”蝶变成“养鱼

村”。去年，仅水产养殖就实现了

200万元分红。

在这份耀眼的成绩单背后，

我们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产业规模

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基础设施

的缺乏限制了养殖户的发展等

等。

为此，我们投入了 20 万元资

金，扩大中华倒刺鲃、黄牛养殖规

模，来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

还投资建成了一座电排，解决了

桥北垄产业基地及农户种养殖用

水问题。

产业要走得更远，关键还要

加强品牌建设。为此我们正在注

册官溪产品商标，希望形成品牌

效应，带动产业做强做大，预计在

下个月将得到批复。

为了解决养殖户的销售渠道

问题，我们还打算建立一个电商

销售平台，推动村级做好黄牛、水

产养殖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建成

官溪村销售平台。

考虑到官溪村有丰富的水资

源，我们想乘着旅游热的东风，做

活“水文章”，发展旅游业。目前，我

们成立了村旅游公司，吸纳村民入

股参与，依托“官溪院子”建设了民

宿，还将在下潭建成一个农产品销

售及游乐接待中心，以及建设一些

特色的水上游乐设施。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与湖

南仙庾耕食小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签约，建设了“研学”和“劳动教育”

基地，预计在9月份可投入运营。

随着一个个项目的落地，曾

经在我的脑海中构思过无数次的

乡村振兴蓝图，清晰地呈现在了

眼前。我相信，在我们驻村工作队

员和村干部、村民的一起努力、拼

搏下，未来可期。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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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驻村日记

经过几年发展，王十万黄辣椒名气越来越

大。“产业要壮大，光靠卖辣椒，不能实现收益最

大化。”李晓慧认为，尽管黄辣椒不愁销路，但只

有进行深加工，开发副产品，才能提高“档次”，

也才能对抗农产品的市场周期。

说干就干，2021 年，在区农业农村局帮扶

下，河包村建立了可储存 80 余吨新鲜辣椒的冷

库，次年又建起了自动化无菌生产车间，开启向

辣椒深加工转型。

今年天气给力，各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市场

普遍饱和。王十万黄辣椒改良了种植方式，单株

产值翻了两倍。

眼下，黄辣椒采摘进入尾声。干辣椒、浸辣

椒、剁辣椒、油辣椒……910 立方米的冷库里，

各色成品堆积如山，等待市场疲软期过后的好

价钱。

“龙船镇近 500 公顷辣椒，眼下都指望着加

工厂。要放在去年，谁也没办法。”李晓慧说。

从三年乡村创业的梳理中抽身出来，李晓

慧目光中褪去了烦闷，逐渐清澈起来。

这两年，她已完成了王十万辣椒、品荷包洲

两个商标，设计了黄辣椒 Logo，开发了吉祥物，

公司发展之路也日渐清晰。

“如 果 公 司 没 了 ，100 多 个 就 业 岗 位 就 没

了。”李晓慧说，经历了今年的丰收和价格战后，

更坚定了她做强品牌、做强销售渠道的决心。

“只有品牌效应出来了，不管天气好不好，

收成好不好，辣椒价格才不会被市场牵着鼻子

走。”李晓慧说。

从拥有从拥有200200多家连锁店多家连锁店，，到回乡开辣椒加工厂到回乡开辣椒加工厂

她要试探自己的她要试探自己的
创业极限创业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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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驶入进村主干道，两边30余公顷湘莲基地幽香浮动，右拐进村部，鱼塘波光
粼粼，火红的太阳下，橙黄明亮的辣椒分外打眼。午后的渌口区龙船镇河包村，静谧异
常，又按捺不住张扬。

回到这样的家乡创业，一定幸福感满满，干劲十足。
匆匆赶来的李晓慧打断了记者的思绪，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孩，就是湖南省乡村振

兴青年先锋。额头长达10厘米的伤口、左手手肘青紫一片，李晓慧主动解惑：昨天被
一个精神病患者打了，已经处理好。

原来，回乡创业之路，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美好。规模发展湘莲、黄辣椒种植，建
起黄辣椒深加工厂，一步步打造王十万辣椒品牌，河包村从软弱涣散村变为让人羡慕
的明星村，这位“轻伤不下火线”的河包村支委委员、乡村振兴负责人李晓慧是关键人
物之一。

乡村振兴“新战场”，青年先锋冲锋在前，沉寂的乡村有了新气象。

这是李晓慧回乡的第三个年头。村上发出

邀请，则要追溯到 2017年。

那时，李晓慧才 25岁，读过书、吃得开，在外

小有成就。村干部青黄不接，急需新鲜力量。

“周边几个村不断反超，包河村则像一辆走

到了悬崖边上的汽车，风雨飘摇。”2017 年党员

活动上，镇上领导单独找李晓慧谈心，剖析村里

情况，向她发出邀请。

在李晓慧以前的认知里，村干部做得再好

都要受气，她对这份职业并无认同。随后她推荐

了两位同村年轻人，村上亦未游说成功。

后来，在外创业的文志祥回乡当了村支书。

根据文志祥提供的情况，李晓慧作为外援，一周

做出了河包村十五年规划。

年 轻 人 的 力 量 被 看 见 ，新 一 轮 游 说 再 次

开始。

那时的李晓慧，已经成立了公司，在全国拥

有 200 余家连锁店，事业上顺风顺水，回乡意愿

无限拉低。

湘江北上，在王十万骤然拐弯，形成了独特

的冲击平原。湘江泥沙淤积的特殊砂质土壤——

青夹泥，恰到好处的弱碱性，孕育出了皮薄肉厚、

色泽明亮、香脆辣爽又余味回甘的黄辣椒。

2020 年，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的

号角吹响，土特产成乡村俏产业。当年，在文志

祥的带领下，河包村开启了黄辣椒规模化、科学

化种植，“株洲王十万黄辣椒”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河包村依靠种植“株洲王十万黄辣

椒”入围第 10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产业起步，人才需求更为迫切。

“后来文书记转头开始游说我妈，拉住她

一谈就是三个小时。”李晓慧说，最终妈妈被说

服了。

接到妈妈的回乡令，李晓慧和同村年轻人

几番探讨，几人的回乡意愿一轮一轮增强。

“自己刚在外做成了一件事情，既然乡村这

么需要人干事，我也想试一试自己的极限。”李

晓慧说。

2020 年底，李晓慧从广东回到家乡，成为河

包村支委委员。

回乡后，李晓慧身兼双重身份，既是村干

部，也是创业者。她投资成立株洲河包休闲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村集体控股，包河村集体经济开

了新篇。

管理连锁店铺得心应手，做起集体经济来，

李晓慧却开始焦头烂额。

“做公司有制度护航，在乡村，这些制度都

失灵了。”李晓慧说，自古凭经验生活的农人，商

品性概念和做事标准化理念严重缺失，成为农

产品走入市场的一道坎。

12 日凌晨，李晓慧从苏州培训归来，回家放

下行李，连夜赶往村里。

离开一周，事情一茬接一茬，都等着她来

处理。

6 个小时后，李晓慧和爸妈搞完盒马生鲜订

购辣椒的挑选发货，马不停蹄和村干部赶往工

厂收货。

“一周不在村里，给盒马生鲜送四次货有三

次不合格。”李晓慧介绍，和盒马生鲜的合作是

今年的新突破，不仅能展示品牌，亦有持续的合

作空间。然而，村民不懂高端超市的货品要求，

送过去的产品不是辣椒蒂干了，就是辣椒已软。

“这辣椒，我做浸辣椒都可以，吃新鲜的怎

么不行？”村民的反驳并无毛病，黄辣椒中最高

等级的辣椒，才有做浸辣椒的资格。

未与市场打过交道的他们，并不懂商品性

三个字的含义，直接将冷库辣椒发过去，造成这

一局面。

“我暂时没法严格要求他们，只能自己来把

关。”李晓慧说，为了保证辣椒出品，今年，村干

部组成辣椒收购组，所有进厂辣椒也都由村上

把关。

随着产业的壮大，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日益

突出。

今年，河包村共发展黄辣椒规模种植 50 多

公顷、湘莲种植 30 多公顷，鱼塘 10 多公顷，年用

工需求 100余人。然而，河包村老弱病残偏多，只

能从隔壁村请外援。

同时，李晓慧也想方设法挖掘困难家庭可

用劳动力，人员分级，岗位分类，缓解用工荒，也

重建了他们生活的信心。

老年村民做分拣，五六十左右的做种植、

采摘，来工厂做事，成为困难家庭的新出路。李

晓慧合计，几乎村上所有困难家庭，都在工厂

有事做。

2021 年、2022 年连续两年，河包村发放工资

120余万元，人均工资收入 2000余元。2021年，村

集体经济突破 3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为了让村集体经济走上规范发展之路，就

在本周，她从株洲市猎聘了两名年轻的管理人

员，希望新鲜的思维和人，能有益于公司标准和

制度的落地。

▲官溪村水产养殖基地。受访者供图

1 乡村呼唤人才归，年轻妹子回乡当村官

2 创办工厂引人才，农产品加工凭经验也讲标准

3 建品牌谋长远，深加工对抗农产品市场周期

◀◀李晓慧下车间检查辣椒分拣质量李晓慧下车间检查辣椒分拣质量。。

记者记者//成姣兰成姣兰 摄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预计总产量 8.5 万吨，比

去年增长约 20%。炎陵黄桃火

热了一“夏”，即将明年再约。

复 盘 今 年 的 盛 况 会 发

现，从茶陵到攸县，再到天元

区等地，都有黄桃涌入市场。

这无疑给炎陵黄桃带来

了市场压力，而从长远计，跟

风种植或许也难行稳致远。

对彼此无益的怪圈，如何才

能打破？

“以肉搏的形式
参与市场竞争”

“炎陵黄桃，桃醉天下。”

经过 30 余年技术沉淀与发

展，炎陵黄桃已然成为株洲

农产品“金字招牌”，它称第

二，第一就将空缺。

既是“顶流”，难免被模

仿，炎陵黄桃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炎陵黄桃一

般在 7月中旬以后上市，但近

年来，各种侵权和“模仿”却

总想抢“鲜”一步。

早在今年 6月初，炎陵县

黄 桃 产 业 协 会 就 发 出 公 告

称，线上线下已经有商铺销

售所谓的“炎陵黄桃”，并要

求其停止侵权行为。

7月中旬，2023年炎陵黄

桃开园指导时间发布，最早

的 一 批 是 炎 陵 县 霞 阳 黄 沙

垄、石子坝等县城城郊区域

种植的黄桃，指导开园时间

是 7月 18日。

而此前，市市场监管局

就接到举报，荷塘区某超市

在售卖“炎陵黄桃”。经调查

发现，这家超市以“炎陵黄

桃”标签售卖的黄桃实则来

自湖北三湖，执法人员迅速

依法立案查处。

除了侵权，炎陵黄桃在

株洲本土也有不少竞争对手。

检 索 网 上 的 报 道 可 发

现，首批炎陵黄桃开园之前，

茶陵县严塘镇的某农业公司

黄桃种植基地近 266 公顷锦

绣黄桃宣布“正式上市”，并

打出“抢‘鲜’上市”的口号。

而从攸县到株洲市区的

天元区，不乏黄桃种植基地

的黄桃“逐鹿市场”。记者观

察到，某黄桃基地走“采摘经

济”路线，游客自己入园采

摘，黄桃按 4元每公斤出售。

面对来自市内外涌入市

场的黄桃，及其造成的价格

与市场份额挤压，炎陵县黄

桃 产 业 协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直

呼，“今年的炎陵黄桃，可以

说是以肉搏的形式参与市场

竞争。”

但另一方面，该负责人

又对炎陵黄桃充满自信。他

认为，炎陵钟灵毓秀的地理

气候优势、多年的技术积累

与品牌塑造，以及广大果农

的辛勤培育，造就了炎陵黄

桃的优质与知名度。“长期来

看，别的地方的黄桃拼不过

炎陵黄桃。”他说。

完善全产业链创新
加宽品牌“护城河”

炎陵黄桃的优势确实得

天独厚。

别的黄桃，或许只是一

颗水果；透过一颗炎陵黄桃，

却能看见山清水秀的绿色生

态，看见神农安寝福地的古

色肃穆，看见革命老区的红

色基因，看见带领老区百姓

脱贫致富的为民情怀。

作为株洲最出圈的农产

品品牌，炎陵黄桃如何摆脱

屡屡被“模仿”的困扰？

有本土产业观察人士指

出，炎陵黄桃急需学会更多

“新玩法”，实现从“鲜果”向

“仙果”升级。

具体来说，卖“鲜”，别人

就能抢“鲜”，但如果继续做

强深加工，加宽挖深品牌“护

城河”，那逐步拉开的显著差

距，就能让自身变“仙果”，令

众多模仿跟风者望尘莫及。

而反观炎陵黄桃产业现

状，受限于保质期短、冷链条

件有待完善，目前总体而言

还处于卖鲜果阶段，像湖南

娜妹子食品有限公司一样的

深加工企业仍然不多。

这方面，日本有不少值

得学习借鉴的经验。

在日本一些农产品做得

好的乡村，相比产品，当地更

关注的是产业。而围绕农产

品全产业链，日本人善于在

每个环节进行创新，还形成

了多种创新模式，具体有种

植、种质(资源)创新；包装流

行创意；流通购销形式；泛农

业产品创新等。

以日本的马路村为例，

全村只种柚子，却种出了 2亿

元的产值。“产品不够，工业

来凑”是其独特的产业思维。

加工柚子果汁、果酱，通过与

科研机构合作，开发柚子香

皂、化妆水等护肤产品，该村

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当地

也善于“卖文化”，在柚子产

品的生产上，有着明确的品

牌意识，同时，还将整个村落

的 形 象 跟 商 品 结 合 起 来 销

售，贩卖“乡愁”，将乡村情怀

体验到极致。

炎陵黄桃要升级，模仿

者也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

身的特色农产品，并打造农

产品品牌，助推形成“一村一

品”“一县一特”格局。各个地

方都能实现专业化分工、工

厂式生产，也能以差异化发

展促进市场繁荣，美美与共

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黄桃丰收后的冷思考
继续做活“水文章”

讲述人：市派驻茶陵县舲舫乡官溪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董志荣

▲董志荣走访脱贫户。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