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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湖谷里，秋色满目，百香浮动；长鸭村里，

湖光粼粼，万鹅高歌；龙华农牧 28 栋现代化生猪

养殖楼里，数字化、智能化产线正脉动着乡村振

兴的韵律。

这两年，在市、县两级工商联的引领下，民营

企业正大跨步融入茶陵乡村。乡村活力点燃，优

质农产品层出不穷、好风景成优质休闲度假地，

制造工厂瞄准乡村剩余劳动力，亦将车间化整为

零搬到乡下，在昔日贫困县茶陵，乡村民营企业

遍地开花，正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9 月 13 日，我省“万企兴万村”行动现场推进

会上，茶陵县获评“万企兴万村”典型县。

乡村长出大企业

初秋时节，随着“鹅司令”陈见林的“一声令

下”，1 万多羽白鹅“引吭高歌”，争先恐后地向他

涌来。在茶陵县舲舫乡长鸭村，陈见林和他的鹅

已成为当地的一道风景线。

2005 年，陈见林放弃在广东的稳定生意，回

乡创业，转眼 18年。从零起步，历经多次失败仍旧

不放弃，陈见林看准的，就是乡村天然养殖的绝

对优势。

水上养鹅，水下养鱼，种菜种树，现如今，陈

见林是远近闻名的“鹅司令”，不仅自己独资成立

株洲市顺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还按“协会+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创办茶陵县宏旺鹅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全县最大的商品鹅养

殖基地，带动茶陵县严塘、舲舫、桃坑、虎踞、马江

等 9 个乡镇 18 个村的 1000 余户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

长鸭村贫困户罗这华没有一技之长，无收入

来源。在合作社的帮助下，他发展养鹅产业，一年

可出栏 3到 4批成品鹅，收入可观。

同样在舲舫乡，官溪洣水公司发展四大家鱼

和特种鱼养殖，并采取“公司+村集体+农户”模

式，接收村集体组织流转的 92 公顷土地入股，村

集体经济有了新出路。

在严塘镇，返乡创业先锋刘祖治 10余年间投

资 30 余亿元，将 2 万公顷荒山、穷山建成现代农

业产业示范园，打造国家 4A 级“中国花湖谷”景

区，成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优质扶贫产业基

地，解决 4000 多人就近就业，帮扶周边 21 个村、6

万多人摆脱贫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龙华农牧公

司数字化、标准化养猪项目，通过“公司+专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每年帮助 2 万余名困难

人口增收。

大企业+大合作社，带动大群体就业创业，昔

日贫困县茶陵，乡村正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车间建到学校旁

中午 11 点半，洣江学校旁，厚源箱包生产车

间内，缝纫机走针不停歇，50 余个女工正埋头

干活。

“上午快点做，下午就可早下班接娃，赚钱带

娃两不误。”女工陈文慧有两个小孩，大的上初

中，小的刚上小学，很难找到能兼顾娃的工作。厚

源箱包将工厂建到学校旁后，她才结束了全职带

娃的生活。

厚源箱包是一个外贸企业，总部在杭州。来

到茶陵设厂后，招工成了大问题。在茶陵县工商

联的协调下，厚源箱包将厂设到学校旁，这一难

题迎刃而解。

在茶陵，将厂区设在学校旁、乡镇里，成为民

企发展新模式。

“2020年，我收集到企业招工难的需求，开始

寻求破局之路。”茶陵县工商联主席于江艳介绍，

利华智尚服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在她的牵

线搭桥下，该企业先后与县城思源学校、湖口镇

湖口中学等学校合作，打造了“学校为工厂员工

子女提供学位，工厂为学校提供相应公益服务”

的“家校通”模式。

“小的上幼儿园，4 点半接过来，厂里有供他

们玩的区域。等下班再去接大的，时间正好合

适。”工厂允许中途离岗接娃和开辟儿童区域，90

后黎林芳不再外出打工，小孩也结束了与奶奶相

依的留守生活。

目前，该企业已在全县校园周边开设 6 家小

工厂。

华耘电子乡村融合之路更深。“将车间建到

村里，不仅减少了员工住宿水电和伙食费用，人

还容易招。”据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村里招

一个人，月综合成本比在园区低 800 元。目前，该

公司已筹建 3个“乡村振兴车间”。

按照企业所能、村级所需、互利共赢原则，茶

陵县“小作坊+乡村振兴车间+公益性岗位”模式

受到企业和老百姓欢迎。“家门口的工厂”不仅拓

宽了老百姓的就业渠道，化解了企业招工难问

题，更是给乡村带去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商协会成“湘品出湘”推介主力

今年黄桃季，东莞茶陵商会三名工作人员蹲

点茶陵，开展黄桃直播、直发，销售黄桃 6万公斤。

2019年起，东莞茶陵商会搭建茶陵农特产品

销售平台，在商协会办公场地成立直播间，设立

独立展示柜，茶陵三宝、柚子、脐橙等 10 余个“湘

品”借助平台“出湘”。

经过 4年运营，目前，东莞茶陵商会已与 6家

合 作 社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户 建 立 了 长 期 的 合 作

关系。

去年“秩堂油菜花节”上，茶陵县工商联组织

深圳市茶陵商会、企云电商、市餐饮协会等签订

菜籽油购销合同 20 万公斤，价值 400 万元。深圳

茶陵籍企业食堂、餐饮单位纷纷用上了茶陵油。

借助商协会平台，更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依托长沙茶陵商会，市工商联在招商引资过程

中，不仅顺利招引了红星盛康油脂公司来茶陵投

资，还与省物流协会达成合作，并帮助茶陵黄桃、

茶油、脐橙等大宗农特产品进驻红星市场。

去年，红星市场销售茶陵黄桃 50 万公斤。今

年，光万樟园林黄桃产量就突破 250万公斤，全部

由红星集团代销，果农平均增收在 3000元以上。

“省物流协会也将我们的产品辐射到其他市

场，有了固定的销售渠道，各合作社规模都在增

加。”于江艳说。

据统计，2022年，通过商会搭台，茶陵累计销

售帮扶产品金额达 3376万元，有力地助推脱贫群

众“收成变收入”。随着“万企兴万村”活动的深

入，今年，“湘品出湘”的步伐迈得更大，走得

更远。

茶陵乡村振兴的民企力量

利华智尚服饰思源学校工厂里，20余名女工在工作。 记者/成姣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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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区出发，驱车一小时，京港澳高速下朱亭互通出口，三

分钟即到株洲明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扬农业），紧

挨着公司的就是渌口区朱亭镇浦湾村村部。去年当上村党总支

书记起，明扬农业董事长朱守官更多时间待在村部。

创业浦湾村 14载，温州人朱守官让生猪上楼房，猪粪回归田

野，田野长出鲜果，鲜果带活农文旅，硬是在猪屁股后面做出一

条产业链，在浦湾村形成产业循环。产业生根，他人也在这片土

地生根。这不，温州人当上株洲的“村书记”，说起来算个稀奇事，

可见老百姓早已当他是自己人。

猪屁股后“长出”一个鲜果小镇

朱守官做农业，要从 2009年说起。那年，渌口区招商引资，朱

守官的养猪设备厂落户浦湾村，为了卖设备，他才养起了猪搞起

了示范。谁知这一搞，链条越来越长。

2016年起，国家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朱守官继续向前探

路做示范，研究起猪屁股后面的事情来。

“深度处理达标排放成本太高，多数中小养殖户几乎不可能

做到，只有再利用回田，或许有新的收益。”朱守官说，正当他研

究出个雏形，2018 年，当地推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他一口气流

转了 200公顷土地，开始大规模发展绿色种植。

水果丰收，卖不掉怎么办？蓝莓果做蓝莓干、蓝莓酒、甘蔗做

红糖、甘蔗酒……二产陆续上马。

3 年前，常驻村里开展研究的湖南农大教授带领团队，对明

扬农业水果基地进行整体规划，从种植品类、产品展销、宣传包

装等方面进行一揽子策划设计，“朱亭鲜果小镇”由此诞生。

三年持续投入 5000 万余元，当下，鲜果小镇已形成 6.7 公顷

蓝莓园、26.7 公顷红美人柑橘园、40 公顷桃园和 13.3 公顷百果园

四个基地，其中，百果园种植水果 30 余种，集观光、休闲、自由采

摘于一体，形成了四季有花赏、有果采的产业格局。

“农业是个重投入慢回报的事业，必须慢慢来，更要算好经

济账。”朱守官说，近年来的大投入，都是他这些年的积累，现在，

种养殖、加工已基本成熟，农旅成为新的增长点。“一产不赚二产

赚，二产不行三产补，必须一环扣一环形成产业链，打造稳定的

循环。”朱守官补充道，这也是他这些年产业链越做越长的原因。

农文旅融合成为乡村新增长极

今年秋刚停止办学的朱亭镇兴隆小学，改扩建如火如荼。10

月份，这里将变为劳动实践教育的住宿餐饮区，可同时接待 600

余人。

“农文旅融合项目一期今年 3 月开园，在蓝莓园和百果园做

了园中园特色课程，一下就爆火了。”农文旅项目负责人管俊杰

介绍，待住宿餐饮区推出后，基地可同时容纳 1200人劳动研学。

走进地龙家族，翻动湿润的土壤，一条条蚯蚓扭动着躯干。

蚯蚓盒下，是蚯蚓的排泄物过滤后的水，俗称蚯蚓茶。

“蚯蚓茶是天然的营养液，研学时会教小朋友取水给草莓施

肥。”管俊杰说，土壤疏松需要蚯蚓、授粉需要蜜蜂，所以才有了

地龙家族和蜜蜂家族等主题课程，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循环农业

的概念。记者走遍百果园主题课区域发现，这样的概念无处不

在。比如防蚊的薄荷、既可观赏又可做指甲油的指甲花等等。

管俊杰是 85后，有着 10多年传媒行业经验，热爱自然教育，

于是毅然辞职投身乡村。随着乡村文旅的发展，像他这样的青年

越来越多。不久前，明扬农业招聘了首名中国第一批研学专业

学生。

“他是村里第一位 00后工作人员，现在是 60后、70后、80后、

90后和 00后都有了。”管俊杰介绍，前段时间，公司重新调整了组

织架构，成立了研学活动部、种养殖部、产品销售部、新媒体部和

后勤保障部等 5 个部门，搭建了乡村直播间，完善的现代企业制

度和管理，吸引着一批有一批年轻人下乡，弥补了乡村产业发展

的人才不足现象。

除了乡村旅游，乡村产品也在重新调整。一改以往的礼品

风，浦湾镇将乡村食品零食化，目前正在对产品和线上商城进行

调整。

朱守官介绍，去年，乡村农文旅占到公司总产值 10%左右，今

年预计可达 30%，乡村农文旅正成为乡村新的增长极。

温州商人做了“村书记”

行走在浦湾主干道，民宿、餐饮店密布、小卖部、汽修店鳞次

栉比，浓厚的商业氛围，完全看不出这里是乡村。

“刚来这创业时，只有几栋房子，比较荒凉。现如今，沿线光

浦湾村就有 40余栋新房。”朱守官介绍，浦湾村的变化不止于此。

自他之后，现今村里光农业公司就有 5家，还有许多家庭农场、合

作社，家门口创业，成为浦湾的新时尚。

郭长春从 2016 年起搞合作社，先后种了 2 公顷红薯、7 公顷

水稻，养了几百头猪和几百只鸭。看着朱守官的循环农业尝试成

功，郭长春也在寻思着做深加工，将红薯变成红薯皮、红薯粉、红

薯片。

产业兴旺，村里的地和资产也金贵起来。浦湾村的另一变

化，就是村集体经济要起飞了。

“去年没什么村集体收入，今年超过了 20 万，明年有望超过

100万。”朱守官介绍，以前村里有资源有资产，无人来，终归是闲

置的无用资产。现如今，老村部、闲置学校、老厂房一一出租，村

集体不仅有租金，还能参与产业分红，收入自然一年比一年高。

自从去年底当了“村书记”后，朱守官更是一心扑在村集体

经济发展上。今年，浦湾村首个由村集体全资建设的农产品加工

园即将开工建设，前期土地已经报批。

温州商人，自带创新发展基因。目前，浦湾村正在编制村集

体经济 10年发展规划，有了顶层设计，加上朱守官脑袋里的温州

商人独特的整合思维，用管俊杰的话说，浦湾村发展不可限量。

猪
屁
股
后
﹃
长
出
﹄
鲜
果
小
镇

﹃
万
企
兴
万
村
﹄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系
列
报
道
之
三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通讯员/贺飘飘

截至目前，茶陵县有省市级龙头企业 52 家、合

作社 1280 家、家庭农场 210 家……这是该县在培育

农业经营主体工作上交出的答卷。

作为农业大县，农业发展一直是茶陵县的工作重

点，今年成绩为何格外亮眼？还得先从一个方案说起。

定调子，农业经营主体是“重头戏”

今年，茶陵县依托农业产业基础和自然资源禀

赋的实际情况，制定《2023 年茶陵县关于加快培育

壮大经营主体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

确重点发展农业经营主体，以茶叶、油茶、黄牛等

“茶陵三宝”特色产业为方向，发展壮大新型农业。

根据《方案》，通过创新联农带农激励机制，该

县培育一批市级龙头企业，现有省市级龙头企业 52

家、合作社 1280 家、家庭农场 210 家，今年已组织申

报市级龙头企业 7 家、省级示范社 4 家、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 6家、省重点支持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1家。

目前，湖南龙灿茶叶、龙华农牧生猪、株洲顺丰

鹅业 3 家企业正创建省级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

地，标志着全县农业经营主体迈进了从“增量”到

“提质”的转型升级之路。

铺路子，营商环境“好起来”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激发经营主体活力，需要

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土壤”。

今年以来，茶陵县致力做好“加减法”。在审批

流程上做“减法”，即持续落实企业开办“一网通

办”，群众注册只需操作一个办事系统，就能办成不

同领域的事项；在优化服务上做“加法”，即开展经

营范围规范化登记，牵头编制经营范围规范目录，

为企业自主选择经营范围提供服务，还聘请第三方

机构为经营主体提供注册、年报、税务报表等服务，

进一步消除经营主体“后顾之忧”。

为做好政策宣发，该县组建了农林牧渔职能专

班，分片区召集农业经营主体召开政策宣讲会，做

好优惠政策解读工作，还遴选 2 所培训机构分专业

承担培训任务，共培育高素质农民 140人。

树牌子，农业品牌“走出去”

为助推农业经营主体品牌“走出去”，今年，该

县先后组织农业企业参加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杭

州）博览会、（北京）2023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

接会、湖南优质农产品暨名优食材推介会等，其中，

“云阳山红茶”荣获“推荐优秀茶产品”奖。

还有更多品牌正在茁壮成长。目前，该县已拥

有茶陵大蒜、茶陵白芷等 6个地理标志注册商标，茶

陵脐橙、茶陵茶油也正在申请中。近期，农业农村部

和财政部联合公布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认定名

单，茶陵县严塘镇（红茶）光荣上榜。

“这些都将成为茶陵县农业品牌的‘明日之

星’。”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茶陵农业经营主体井喷之路

明扬农业农文旅项目逐渐出圈，成为休闲、劳

动研学的明星项目。 记者/成姣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