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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阳光甚好。走进炎陵娜妹子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桃罐头生产车间，一
股清香扑面而来。工人们将刚从冷库里拉
出来的黄桃进行清洗、剥皮去核，再经过装
瓶罐、抽真空、高温烫煮杀菌等环节，一罐
罐黄桃罐头新鲜出炉，随后销往全国各地。

以上海一棵桃树苗为起点，30多年来，
炎陵黄桃种植面积 9.6 万亩、年产量 8.5 万
吨。围绕黄桃产业，炎陵人积极创新创业，
办农家乐、做电商、搞物流、忙加工……大
力发展市场经营主体，带来了连锁效应，全
产业链注册经营主体达 1504户。

桃之夭夭，桃通致富路。

●花开了，旅游业兴旺

“山青花欲燃。”每到春季，桃花进入盛
开期。红的、白的，漫山遍野，绵延百里，如
霞似锦，铺织成一片片鲜艳的花海，美不胜
收，宛如世外桃源。

桃花，以其“颜值”、声名、规模与作用，
被誉为炎陵的“县花”。作为“中国优质黄桃
之乡”，炎陵黄桃的种植面积达 9万余亩，成
为省内外知名品牌。

炎陵县文旅广体局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该县桃林主要分布于十都、垄溪、中村
瑶族、下村等乡镇，尤以东南片为最。

每到春季，游客们从长株潭、广东等
地，纷至沓来，踏春、赏花。

该县因势利导，出台扶持措施政策，发
展乡村旅游，让景色秀美的乡村成为游客
休闲好去处。今年，该县开展“炎陵黄桃全
产业链创业提升攻坚行动”，为创新创业推
波助澜。

看准这个商机，不少村民积极发展农
家乐、民宿等市场经营主体，既提供了在家
门口就业机会，又增加了家庭收入。还有村
民根据游客需要，主动担当，成为编外导
游，为游客提供赏花路线、带路等服务。

十都镇密花村曾庆明的生态园，有时
一天接待赏花踏春的游客达 30 多桌。还有

的游客一边赏花，一边预订当年的黄桃，促
进了黄桃销售。据初步统计，今年该县预订
黄桃数量达 90多万公斤。

数据显示，该县现已发展农家乐、民宿
等市场经营主体 500余家，其中下村乡酃峰
村这个不足 200 人的小山村，拥有 20 多家
农家乐。

●果熟了，物流业红火

每到 8 月下旬，这个属于黄桃的季节
里，炎陵城乡车水马龙，涌动着丰收的热
潮。

伴随着炎陵黄桃的开摘，很多行业开
始忙碌起来。

近年来，随着炎陵高速公路、铁路的开
通，加上各种媒体大力推介，越来越多的客
商进山收购黄桃，后将黄桃销售到省内外，
拓展了销售市场。

江西客商米先生与耕夫子公司建立长
期购销关系，每到黄桃采摘时节，就开货车
前来炎陵黄桃种植基地装运黄桃，每年的
购销量 8万余公斤；霞阳镇天堂村村民李北
平租车进山收购黄桃，运到长沙市场贩卖，
每年创收 10万元以上。粗略统计，炎陵县内
涌现相对稳定的黄桃贩运人员 200多名。

黄桃催生快递业迅速崛起。以往，该县
仅有邮政、顺丰等几家快递公司，且生意不
景气。

近年来，随着黄桃产业兴起，这种不景
气的现象得以改变。炎陵县人口不足 17万，
县城常住人口不足 5 万，快递公司增至 20
多家。其中，邮政快递日均打包人员达 60多
人，年邮寄黄桃 50 多万件，还得从茶陵、攸
县等公司请人来帮忙。

以往，由于资源不足等原因，炎陵货运
业一直萎靡不振，有的物流公司面临倒闭
的境地。得益于黄桃产业的兴起，如今货运
业不仅起死回生，而且由衰转兴。靠着外运
黄桃，带活了广炎、中顺等市场经营主体的
物流企业 10多家，带动了 300多人就业。

该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这些物流
企业，有时一天外运货品达 70余万公斤，直
达广州、深圳等地，生意可好了。

●加工了，产业链延长

发展黄桃产业，炎陵县不断延长产业链，
以科技创新持续开发产品及产品价值、附加
值，纵向延伸价值链，对黄桃“吃干榨尽”。

疏果，是黄桃种植的一个重要环节，通
过把枝条上的黄果、小果、畸形果摘掉，实
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让其吸收更多
养分，黄桃长得更美、更甜、更香。以往，被
疏掉的幼果，只能掩埋，既费时费力，又造
成浪费。近年，炎陵三叶农品农副产品加工
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反复研制试验，将幼果
加工成果脯蜜饯，变废为宝，为黄桃幼果找
到了“用武之地”。

黄桃采摘设立了严苛的筛选标准，一
些等外果被“淘汰”。其实，这些等外果的口
感清甜可口，仅仅因为外观不达标、品相不
够好等原因，无法作为鲜果出售。

近年来，该县利用招商引资，建设黄桃
深加工企业，将等外果加工成罐头、蜜饯、

原浆、果汁等深受消费者喜爱的食品。还创
新构建黄桃全产业链食品安全风险管控体
系，从种植到成熟采摘，再到消费者手上，
实施全程标准化质量管理。

产业链的延伸，解决了果农的后顾之
忧。有果农表示：“黄桃保鲜期短，成熟后不
易保存。现在有了深加工，可安心种植。”

除了这些产品，黄桃还走上餐桌，变成
美味菜肴。如黄桃炒虾仁、青椒炒黄桃、黄
桃炒腊肉……与其它农产品融合而成的全
桃宴，成为当地一道特色佳肴，吸引更多的
游客慕名而来。

目前，炎陵县已有娜妹子、果丫丫等黄
桃深加工的市场经营主体 20 余家，开发黄
桃果汁、黄桃罐头、黄桃干、黄桃酒等 10 余
种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加工产值超亿
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据统计，如今炎陵县已有 6 万余人，通
过各种方式融入炎陵黄桃产业链，被誉为

“黄桃老板”。

小型水利工程设施
将拥有产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周新文 唐向日）
近日，炎陵县水利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局，开展小型水利工程设

施不动产登记，这标志着这些工程设施将拥有自己的不动产权。
经核查，炎陵县境内共有小型水利工程设施 35座，其中小

（Ⅰ）型水库 7座，小（Ⅱ）型水库 28座。
小型水利工程设施不动产登记是以“明晰产权”为核心，明

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依法保护权利人的合
法权益，将能加快农田水利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该县相关职能部门及各乡镇积极配合，组织村组有关人员
陪同权属调查人员，进村入组入现场进行界址权属认定、水库
权籍调查，完成水库面签，确定产权人，为产权人提供经营主体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法律保障，高质量完成水库不动产确权
首次登记工作。

炎陵县水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小型水利工程设施不
动产登记确权后，即为其办理不动产证，预计登记将于 10月上
旬完成。

高新区开展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演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凌晨） 9 月 14
日，炎陵县高新区携手市生态环境局炎陵分局，在九龙工业园
联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演练。

演练在高新区一企业内进行。模拟该企业突发硫酸罐泄漏
事件，高浓度硫酸迅速扩散并形成酸雾，向周边及下风向扩散，
致使厂内数名职工中毒昏迷。

演练开始后，救援人员迅速行动，在事故发生地带设置警
戒线，将企业员工疏散到安全地带，医护人员将伤员抬上担架，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应急救援现场指挥迅速向企业员工了解事故情况，并对事
故发生现场勘探，安排专业人员对硫酸泄漏进行中和处理。

一个多小时的演练中，现场指挥部、污染处置组、环境监测
组、应急保障组、医疗救援组等救援队伍服从指挥、密切配合、
各负其责，应急反应快速到位，事故处置措施得力，突发环境事
件得到快速处置。

演练结束后，该县还组织企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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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黄桃带来的连锁效应
全产业链注册经营主体达1504户

炎陵黄桃发运场景。炎陵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