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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叶贞安从炎陵县水西

村跑了一趟株洲市区，为两个女儿

办理入学等事宜做准备。

随着妻子和女儿从云南昆明

来到株洲，2 年前返乡创业的叶贞

安，追梦路上也少了后顾之忧。

今年 6月，“全省乡村振兴青年

先锋”名单出炉，叶贞安成为 8名上

榜的株洲人之一。

为何不在云南当老板，却选择

跨越千里回乡当“农民”？真的值

得吗？

古人云，四十不惑。今年刚好

40 岁的叶贞安，内心自有答案。

心系家乡发展
他毅然“回家”追梦
叶贞安的家乡水西村，位于炎

陵县南部，洣水河绕村东边而过。

这里距炎陵县城 27公里，离水口镇

1公里左右。

水西村不算大，8 个村民小组，

总人口 217 户 856 人。全村 31 名党

员，村“两委”成员 4人，叶贞安就是

其中一员。

2021 年，当叶贞安告诉亲友，

他要返回家乡水西村创业，不是所

有人都理解他。

从现实层面来看，叶贞安这样

做有点“折腾”。在外打拼 10 多年，

叶贞安当时在昆明事业有成，开了

装修材料加工厂，生意还不错。他

也在那边安了家，娶了云南媳妇，

生了两个女儿。

既 如 此 ，为 啥 还 要 选 择 返 乡

创业？

最根本的原因是乡愁。外出闯

荡这些年，叶贞安始终关注着家乡

的 发 展 。逢 年 过 节 ，他 总 要 跨 越

1300多公里回乡看望父母。

在叶贞安眼里，村里经过脱贫

攻坚虽然道路等基础设施有所改

善，但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也迟迟

没有找准发力振兴的方向。

2010 年，叶贞安被查出患有急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治病，

他卖掉了房车回到家乡休养了一

年。他说，那一年，家乡的山清水

秀，乡亲的关心鼓励，“成了我心底

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在 2021 年春节后，水西村党支

部书记叶祯武给叶贞安打了电话，

一番交心的长谈，坚定了叶贞安返

乡的决心。“从发展理念到见识、到

技能等，我感觉到了村里对年轻新

鲜血液的迫切需要，而我义不容

辞。”他回忆道。

叶 祯 武 说 ，乡 村 振 兴 需 要 人

才，对村里而言急需像叶贞安这样

的青年返乡，带领村民一起探索致

富路。

经过深思熟虑，叶贞安认为，

“如果不能为生养自己的家乡作出

一份贡献，那么事业再成功也没有

意义。”

于 是 ，38 岁 的 叶 贞 安 决 定

回家。

推介“魅力水西”
他助力家乡成为“网红村”

回乡以后，叶贞安多了一些新

身份，也变得更忙碌了。

他是致富能手与带头人。刚回

村，他很快就在村里创办了湖南正

庄酒业有限公司，目前年产值约

200万元，现存年份原浆近 20吨。公

司以生产纯粮固态原浆酒为主，从

周边乡亲手中收购粮食，调动了村

民种粮的积极性，也为部分村民解

决了就业问题。

他是村委委员。去年，水西村

委委员补选，叶贞安高票当选村委

委员。“今年，我又光荣地成长为一

名共产党员，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他说。具体工作上，他主要负

责示范创建等方面，去年以来，他

助力村里拿下了“省级乡村治理示

范村”“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

位”等 5 项省级荣誉。前不久，全省

推荐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名单发布，水西村又在榜单之上。

他 也 是 水 西 村 的“ 文 旅 推 荐

官”。返乡前，叶贞安“跑遍了整个

云南”，对螳螂川的印象尤其深刻，

因为秀美的风景让他想起家乡水

西村，他前后去过三四次。旅行之

余，他也在观察总结当地乡村的发

展经验。

回到水西村后，叶贞安开始有

计划地宣传推介水西。学习拍摄、

剪辑，为家乡拍摄宣传片；通过“魅

力水西”抖音号与视频号，展示家

乡秀美的山水等。

市派驻水西村乡村振兴帮扶

工作队队长陈华说，叶贞安作为返

乡创业的代表，给他和工作队留下

了深刻印象。“他有想法，也有干

劲，如果水西村多一些他这样的青

年人才，乡村振兴前景可期！”

在县、镇两级政府的引导下，

水西村成立炎陵水西生态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叶贞安带着村

民把文旅产业越做越红火。截至

今年 5 月，村里已发布短视频 352

条，吸引游客 4 万余人次，抖音平

台曝光量突破 1000 万次，直接带

动经济收入 40 万元。

如今，水西村成了株洲地区有
名的“网红村”，文旅产业发展来势
看好，也逐渐形成了以食用菌、中
华鲟为主，黄桃、油菜种植、水稻、
大棚蔬菜为辅的农业格局。

畅 想 未 来 ，叶 贞 安 还 有 更 多
设想，打造更多水上项目、提升游
客体验的沉浸感，让家乡在全省
乃 至 全 国“ 出 圈 ”是 他 下 一 步 的
打算。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

做则必成。追梦乡村振兴，我会一

直在路上。”叶贞安坚定地说。

助力花冲“飞”得更高更远
讲述人：市派驻渌口区龙门镇花冲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陆洁

8月 29日上午 7时多，夜雨过后，花冲村迎来秋阳，青山、

房舍、稻田，显得分外明媚。

驻村 3个多月来，我和工作队员对村里从陌生到熟悉，感

情逐渐加深。为困难户解忧，替村里的发展奔走，成了我们工

作队的日常。

经过前期摸底，我们发现村里有监测户 3 户、困难户 30

户，约八成都是因病致贫。我所在的市医疗保障局是后盾队

长单位，局里领导要求，对困难户要应帮尽帮，开通“绿色通

道”缓解“急难愁盼”。

对监测户黄友胜一家的帮扶，是我们工作队倾情帮助困

难户、筑牢防返贫防线的缩影。

黄友胜的母亲和儿子患有智力残疾，妻子又因癌症于 7

月去世，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是他唯一的希望。此前我积极协

调，为他妻子在靶向药等用药方面的报销提供帮助。

这天上午，我和工作队又联系市康复医院等，争取把黄

友胜 20 多岁的儿子从目前的托管所转到相关医院。如此，有

利于他儿子的治疗，也能报销相关费用。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

我们工作队也在携手村里全力发展产业。

这是我头一次驻村帮扶。来之前，我提前做了一番“功

课”，学习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搜索花冲村的产业发展情况

等，丝毫不敢马虎。

实际上，花冲村发展产业有一定基础，“滑翔伞”“山顶露

营”作为它的两大名片，频频被媒体报道。去年 5月，花冲露营

基地吸引湖南卫视《花儿与少年》栏目组来取景，更让村里

“火”了一把。

正式驻村后我发现，花冲村有产业振兴的基础，但也面

临一些瓶颈。

比如滑翔，目前在花冲村已举行过两届全国友好城市滑

翔伞邀请赛，在业内也小有名气。可往山下刮北风的时间，一

年之内只有 60多天，这限制了常态化的商业运营。

对此，工作队和村里邀请了长沙、株洲两地的相关专家，

前来把脉支招，专家们也给出了在山腰建备降的草坪等建

议。花冲村党总支书记齐建平坦言，绝不会放弃滑翔伞项目，

还会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

山顶露营方面，去年虽然知名度大增，但由于疫情等原

因导致运营时间较短。今年驻村以来，我们工作队和村里投

入 100多万元，正在提质改造游客服务中心、上山道路等相关

配套设施，争取在今年国庆长假前做好一切准备。

游客这一块，我们并不担心。从株洲乃至广州等地，不断

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花冲啥时候能滑翔？山顶露营重新

开发了吗？相信只要我们做好配套，错过暑期这一波的花冲，

在国庆将迎来名副其实的“黄金周”。

围绕滑翔伞这一特色运动，村里还计划打造花溪休闲

谷，这是立体化、沉浸式的综合旅游项目，包含越野车、儿童

乐园、徒步登山，以及溯溪和民宿等内容。游客一多，村民的

农副产品销售也会被带动，切实实现增收致富。

锚定乡村振兴愿景，我和工作队脚踏实地，也“仰望星

空”，只为助力花冲村“飞”得更高更远。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整理）

短短4年，王十万黄辣椒就从

村民自给自足、偶尔挑到集市售

卖，发展到种植面积 5700亩，年产

量 8000 吨，产业链产值近 4 亿元

（详见本报 8月 25日 1版报道）。这

充分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4

月在广东茂名考察时的科学论

断：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农村

特色产业前景广阔，是促进共同

富裕、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

让土特产成为奔跑在乡村振

兴赛道上的“特长生”、激活乡村产

业发展的“新引擎”，株洲一直在进

行积极探索和布局，致力于培养、

招引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

的特色产业带头人，通过科技赋

能、电商开路、流量聚焦，实现诸多

土特产到餐桌的“一触即达”。

目前，全市已有炎陵黄桃、白

关丝瓜、攸县香干、醴陵玻璃椒、王

十万黄辣椒、酃县白鹅以及茶陵黄

牛、紫皮大蒜、生姜、白芷等21种土

特产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

中，炎陵黄桃种植面积近 10万亩，

65%实现线上销售，全产业链综合

产值 30亿元；攸县豆腐、白关丝瓜

和王十万黄辣椒、醴陵玻璃椒全产

业链综合年产值分别达到20亿元、

6亿元、4亿元和2.5亿元。

但是，要让更多土特产成为

集中体现地域特点、声名远播的

品牌农产品，并逐步发展为壮大

村集体经济、鼓起村民腰包的支

柱性富民产业，我们还需要大胆

转变观念、拓宽思路，通过融汇产

学 研 、延 伸 产 业 链 、提 升“ 流 量

IP”，来擦亮土特产的品种与质量

招牌，壮大土特产的“朋友圈”“粉

丝团”“体验场”，放大乡村特色产

业的资源“虹吸效应”。

王十万黄辣椒的崛起，离不

开“辣椒院士”——湖南农大校长

邹学校院士团队的精心指导；白

关丝瓜和茶陵紫皮大蒜的提纯复

壮，同样凝聚着湖南农大、省农科

院等专家的智慧与心血。这是融

汇产学研，让土特产的品种和质

量迈上新台阶的最好见证。

同样都是发展丝瓜产业，河

南洛阳市伊川县女能人孙变格研

制推出丝瓜络鞋垫、澡巾、洗碗

刷、婴儿枕等 20 多种产品，不仅

走俏国内，还出口到日、韩等国外

市 场 。一 双 丝 瓜 络 鞋 垫 卖 到 25

元，价值比单纯卖丝瓜提升近 10

倍。炎陵黄桃通过深加工，变身果

汁、黄桃片、果脯、果酒等产品，不

仅解决鲜果不耐储存的难题，还

让等外果价值倍增。延伸产业链、

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土特产的市

场前景更为广阔。

“酒香也怕巷子深”，要让更

多的土特产“出圈”“入市”，离不

开创意营销的加持。攸县举行“豆

腐工匠”评选活动，吸引 8 万余人

次参与，线上线下销售豆制品近

1200 万元；渌口区举办王十万黄

辣椒文化旅游节和厨王争霸赛等

活动，用一道道色泽鲜艳、口感鲜

美的家乡美味，促推产品远销全

国各地；炎陵在连续举办九届黄

桃大会之外，今年又创新推出“厂

BA”炎陵黄桃之夜、黄桃美食音

乐嘉年华、黄桃抖音直播大赛、黄

桃推荐官短视频大赛等活动，让

炎陵黄桃的“流量 IP”直线攀升。

黄桃还是那颗黄桃，豆腐还是

那片豆腐，辣椒还是那篮辣椒，但

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它们与更多

土特产一起，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

与动能，将在湘东大地上打造更加

“特”色鲜明的好“丰”景。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
军 通讯员/尹照 谭峥） 8 月 31

日，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简

称“土壤三普”）技术培训会举行

开班仪式。记者在会上获悉，土壤

三普已进入全面实施的关键阶

段，今年 12 月底前，我市必须全

面完成外业调查采样任务，以及

30%以上的检测任务。

土壤三普是一次重要的国情

国力调查，事关筑牢粮食安全根

基。目前，全市 9 个县市区（包括

市本级）落实三普经费 2842.434

万元，预计 9 月中旬将全部完成

第三方队伍遴选。

进入 9 月，全市进入非常关

键的秋季采样窗口期。为推进土

壤三普进度，我市及时开展本次

技术培训。培训时间从 8 月 30 日

持续至 9月 1日，内容理论与实操

结合，既包括土壤三普外业取样

质量控制、土壤发生与分类等理

论知识，也有野外现场采样培训。

值得一提的是，培训后将以实打

实的考试检验学习成效。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省级层面强调，如果今年的土

壤普查年度目标任务没有完成，

将严重影响省政府真抓实干、督

查激励，像耕地保护、粮食安全责

任制、乡村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

等方面的考核结果，对于明年资

金分配将重新考虑。各级各部门

务必高度重视，压实责任，精心组

织，狠抓落实。

本次培训有市、县（市、区）、

乡（镇）土壤三普工作人员等 120

余人参加。

叶贞安（左）在走访村里的脱贫户。（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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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带着相关专家在花冲村考察。（受访者供图）

叶贞安（右一）在为

来村考察的团队讲解村

里产业发展情况。

（受访者供图）

我的驻村日记

让土特产打造乡村振兴
好“丰”景

侯德怀

今年底
“土壤三普”要完成这些硬任务

全市“土壤三普”技术培训开班仪式现场。（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