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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东富“旅游+”文章
讲述人：市派驻醴陵市东富镇东富村队长 杨卫平

冬至来临，意味着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也将开

始。

晚上，我和驻村队员吃完晚餐，习惯在村里散

步，走走看看。自今年 5月我来到村里，和队员在这里

生活、工作，陌生的村庄、村民逐渐变得熟悉、有感

情。

路过村部旁一所废弃的学校，我和队员都感到

欣慰，因为村里引进的首家陶瓷企业——湖南中陶

实业有限公司，再过些日子就要动工建设了，其日用

瓷生产基地预计明年可投产。届时，村集体每年享受

分红，还能为村里带来几百个就业岗位。

我是第一次开展驻村工作。进村后，我和队员们

就开展了走访调查，并对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进行规

划。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

东富村因东富寺而得名，也因东富寺而闻名。这

是一方有着辉煌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经过几年的

发展，东富寺完成修缮，重新布展，增设游客中心及

停车场，恢复对外开放。游客纷至沓来，走进红色遗

迹，追忆先辈足迹。

如何围绕现有的红色资源做好“旅游+”文章？这

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今年，我们引进社会资本 400 多万元，利用东富

寺、幸福屋场等现有的资源，打造了户外活动场所、

垃圾分类中心、文化长廊等，创办了东富国防教育基

地、中小学生研学基地，一方面改善了村民生活、娱

乐休闲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吸引了不少团队进村游

玩、参观、学习。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完善、丰富一

些红色旅游项目，进一步推广东富村。

村里热闹了，红色 IP带来了客流和商机。

今年，经过工作队的努力，村里把单一的红色旅

游与农业结合起来，东富村的特色龙虾养殖也迎来

了大丰收——龙虾养殖面积达到 113公顷，带动农户

有 70 多户养殖，产值有 400 多万元，给村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收入。

发展产业，优化营商环境是看得见的“加分项”。

毛林食品厂是村里一家民营企业，主要做食品

加工，每年解决了 200 多名村民就地就业。驻村工作

以来，我们了解到进场的道路又窄又破，我们为其拓

宽改造了道路，并在道路两旁做了美化。如今，道路

改善了，企业也越做越好，村民都说这是一条“致富

路”。

产业得到发展，村民生活环境也有所改善。

今年，我们在村级治理方面，继续做好庭院经

济，改善村民人居环境。党员干部带头规划自家小花

园、小菜园、小果园，创造美观大方、简洁利落的“小

风景”，村里以村规民约提升村民主人翁意识，并免

费发放花盆、树苗和分类垃圾桶，让村民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

东富村，这一片曾留下伟人足迹的红色土地，如

今在一轮又一轮的工作队的努力下，积极探索产业

兴、田园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村民在“振

兴之路”上越走越有奔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整理）

“尴尬村”摘帽子了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村道这边，是收割后的稻茬；另一边，八万根菌棒争先恐后地长出

一茬茬黑木耳。12 月 21 日，渌口区朱亭镇双江村，种植户爽朗的欢

笑，被那一双双“耳朵”听见了。

今年 5月以来，双江村变了样：丰收场景从秋延续到冬，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村书记”齐赛寒说，这都要感谢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及其后盾单

位的支持，“驻村工作队一来，村里发生了质的改变。”

●打造产业“双轮”，驱动村庄发展
“到了村里，才发现和我预想的很不一样。”市派驻朱亭镇双江村

工作队队长、市人大二级调研员谢建文，老家就在双江村，驻村帮扶让

他看到了故乡的“另一面”。

驻村以前，谢建文逢年过节回村，经常看到开车返乡的老乡把路

都堵了，以为村里发展得挺好。驻村以后他逐渐意识到，这是村里“空

心化”的表现。

5月初，谢建文和市委党校派出的曾润财、株洲日报社派出的易浩

山组队，正式来到双江村开展驻村工作。一番深入摸底，薄弱的基础

令人心焦：村里基础设施较差，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 5万元，村里户

籍人口 2380人，留在村里的约五分之一。

齐赛寒概括说，驻村工作队来之前，村里一无产业、二无亮点，“可

以说是个‘尴尬村’。”

如何打破这种尴尬，重塑双江村的底气？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谢建文和工作队队员邀请后盾单位领导来

村调研，为驻村工作指明方向、给予支持，发力产业夯实发展基础成为

共识。经过广泛走访调研与充分征求村民意见，今年 7 月，村里明确

了打造黑木耳、玉竹两大种植基地的目标。

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瑞丰推介下，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成员，半个月内集中赴茶陵、炎陵、攸县和郴州市桂阳县等地，考察学

习玉竹、黑木耳种植情况和种植技术。线上，大家通过视频形式学习

了福建、浙江、贵州等地的黑木耳种植基地的发展经验。

选择种植黑木耳和玉竹有讲究。黑木耳采收在冬季，让冬闲的农

田实现了增产。玉竹种植，能让抛荒的土地重新产生经济价值。同

时，两个基地都有务工需求，给村民尤其是脱贫户创造了增收的条件。

“做大这两个产业，就像打造两个轮子，可以驱动村里发展。”谢建

文说。

但新的难题随之出现：村民担心风险，发展产业要有人带头，而村

里老年人居多，谁来当这个领头雁？

●裤脚一扎下地，带着大家伙干
“村民有顾虑，那就我们驻村工作队先上。”谢建文说，为了激发村

民种植黑木耳、玉竹的积极性，他第一时间掏出 1万元打算入股，也号

召工作队员出资参与。

由于涉及到相关纪律问题，谢建文放弃了这个选项，发动村干部

和村民踊跃投身黑木耳产业的打造。

按计划，双江村的黑木耳种植基地采取“合作社+农户”模式发

展。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和农户共同出资，建成 0.66公顷黑木耳种植基

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投资 15 万元入股，占总股份的 30%，第一年让

利种植户，不收取利润；第二年与种植户按 3 比 7 的比例对净利润分

成。

经过广泛发动，7 月初，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召集 10 多位有意

向的村民开会，号召他们种植黑木耳。最终，村支部委员文奎和另外 3

名村民，共同领过了这个产业发展任务。

从菌棒的采购、田间管理、技术指导等，驻村工作队凡事都干在前

头。“村书记”齐赛寒说，驻村工作队对产业发展比谁都上心，“他们草

帽一戴、裤腿一扎就到了田里，带着大伙一块干。”

10 月 19 日凌晨 3点多，为保护 16000 根刺孔开口的菌棒避免雨水

打湿而“打水漂”，驻村工作队员曾润财和易浩山，连夜召集种植户，就

着车灯的光给菌棒盖上塑料膜，在雨中“奋战”了两三个小时。

63岁的村民齐四平，是入股村民之一。他坦言自己只是村上的匠

人，从没种过黑木耳，也曾有过退股的想法，但看到驻村工作队这么用

心地带着大家干，他最终被感动了，“下了决心，要把黑木耳种到底。”

11 月底，黑木耳迎来了采收。驻村工作队一边带着村民采摘，一

边四处奔走，跑后盾单位、跑市场，积极为黑木耳找销路。

“目前我们的黑木耳卖得不错，我打算明年再扩大种植规模。”53

岁的罗秋平是村上的能人，从事种养殖 10多年，也是入股村民之一。

罗秋平今年种了黑木耳，也种了玉竹。虽然玉竹要三年才能采

收，但他并不担心将来，“有驻村工作队带着我们干，我有信心干好。”

●呼应村民心声，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产业之外，驻村工作队也关切着这里的民生福祉。驻村以

来，工作队入户走访 300 多家村民，发放 200 多份问卷调查，征集到了

大家对发展村级经济、建设“和美乡村”的金点子 60多条。

征集这些意见建议后，驻村工作队听取村民心声，解决了一个个

具体的实际问题。

得知涉及 5 个村组的 150 户村民没有通讯信号，驻村工作队积极

争取渌口区工信局支持，争取到了新建通讯铁塔的项目，并已进入施

工阶段。

针对村里的危桥和村里多处水坝、水塘边的安全隐患，驻村工作

队邀请渌口区交通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现场办公，修了新桥、安装了

防护栏。

发展产业，是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也是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采收到明年 5 月，预计黑木耳基地将给

村集体经济带来 40余万元入账。

回应村民需求，驻村工作队又一桩桩、一件件地解决了老百姓的

难题，获得了村干部的点赞，村民的认可。

“大家都说，驻村工作队是真正把村里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在

干。”齐赛寒说，作为“村书记”他也深受鼓舞，“搞产业、谋振兴，工作队

让曾经的‘尴尬村”，变成了自豪村。”他幽默地说道。

我的驻村日记

“百蔬园”特色农业产业园。受访者供图

发力乡村建设，市派驻村工作队瞄准和

美乡村建设，也在不断美化人居环境，完善沙

陵陂村的基础设施。

江立明说，驻村工作队到村以后，按照市

里的相关要求，积极开展了“大扫除”村庄清

洁大行动。

“搞卫生、美环境，村里头一次搞得这么

热火朝天。”村书记曾新连介绍，市派驻村工

作队协助、指导村里制定了《沙陵陂村“大扫

除”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并成立了江立明同

志为第一组长，他为组长的“大扫除”村庄清

洁行动领导小组，抓实抓细相关工作。

动员部署会、调度会，层层发动之下，村

里迅速掀起了“大扫除”村庄清洁行动高潮。

四个月的路面保洁，清理路边、河边、沟渠垃

圾、杂草，清理墙面乱贴乱画，村里共清运 310

立方米垃圾。

村干部刘玲说，市派驻村工作队和大家

一起打扫卫生，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村民真切

感受到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与此同时，市派驻村工作队也在积极助

力村民打通家门口的断头路。通过市派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携手努力，将广坪组的断

头路打通，连接上沙陵陂村的主干道，并进行

了拓宽与硬化。

“这是产业路，方便了务工的村民，也是

求学路，便利了村上学生的上下学。”江立明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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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攸县联星街道沙陵陂村。
“头一次领到分红，开心。”村里正举行首

次产业分红大会，监测户曾耶平笑着接过
1000元分红，扬了扬手中那沓红票子。这天，

26户监测户和脱贫户领到相应分红，享受到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

去年5万元，今年25万元，沙陵陂村的村
集体经济翻了4倍。发展势头迅猛，源于市派
驻村工作队到来后，砍出了党建、产业和乡村
建设这“三板斧”，半年多便打开了新局面。

抓党建，抓出了强班子1
“刚到村里时，这个会议室还没有，村里

开大会都不方便。”市派驻沙陵陂村工作队队

长、驻村第一书记江立明，指着发放产业分红

的会议室说。

这是江立明第三次驻村，脱贫攻坚与第

一轮乡村振兴驻村帮扶，他都有参与。这次

来沙陵陂村驻村，也是他向后盾单位市发改

委主动请缨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自

己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想多给乡村做点实

事、好事。”

驻村工作队的其余队员来自湖南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市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中国

银行株洲分行。今年 5 月 6 日，江立明和队员

来到沙陵陂村，开启了“一场硬仗”。

沙陵陂村地处攸县中部，村里主要种植

水稻、油菜等作物，村集体经济薄弱，2022 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仅 5万元。

村集体经济要壮大，产业是支撑。但在此

之前，江立明带着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深入

探讨后，决定先抓“一条主线”：强党建促振兴。

这个决定不是随便做的。为了明确发展

方向与思路，驻村工作队进行了三个月的调

研、走访、座谈，基本掌握了村情民情。

村里发展需要党建领航，但沙陵陂村党

员老龄化比较严重，60 岁以上党员占 65%，党

建工作有待提升。

强党建看似虚，江立明和驻村工作队却

抓得很实。他们帮村“两委”班子提水平、树

威信、长本领，规范和完善了一系列党建制

度，为村里积极培养年青的后备干部。

沙陵陂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曾新连说，

驻村工作队来了以后，每天上午 7点半吃了早

餐就到村部，也要求村干部没有特殊原因上

午 8点准时“打卡”。“一次，有个村干部没及时

赶来，说是在上厕所，江队就在厕所门口等

着，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党建工作较真，才能增强村干部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江立明说。

这条强党建促振兴的主线一抓，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逐渐把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抓产业，种下致富苗2
强了党建抓产业，市派沙陵陂村工作队

助推产业“多点开花”，为强村富民凿出一口

深井，源源不断地壮大着村集体经济。

对沙陵陂村的产业板块，江立明如数家

珍，每到一个产业基地，都能说出它的“前世

今生”。

在油茶种植基地，一期流转的 33.3 公顷

土地已栽下油茶苗。冬日暖阳下，村民正在

平整好的土地上栽种，剩下的 20 公顷也将在

年底前栽完。通过采取“党建+合作社+村集

体+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村里的油茶产业

形成了种植、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

江立明介绍，油茶基地一期每年可增加

村集体收入 5 万元，帮扶联结脱贫户 10 人务

工，实现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二期的 20 公顷建成后，整个油茶基

地年产值 1500万元，可助力村集体每年收入 8

万元，并吸纳 50名以上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

年增加村民收入 25万元以上。

站在油茶种植基地远眺，江立明又指出了

村上沃柑种植基地的方位，只见青翠的枝叶直

接，一颗颗沃柑随着风吹而闪现橙黄的光。

在沃柑种植基地，合作社流转土地 7.3 公

顷，投入 150 万元打造了新的产业板块，基地

可帮扶脱贫户 8 人。沃柑种植基地年产沃柑

4.5 万公斤，年产值 70 万元，每年能给村集体

增收 2 万元。“到了明年 1 月，沃柑就能采收

了。”曾新连说。

对驻村工作队发展产业的能力，曾新连

直竖大拇指。比如很多村民在房前屋后都种

了红薯，以前村民加工成粉皮、粉丝后，只能

拿到农贸市场去卖，赚不到多少钱。驻村工

作队来了以后，将这些村民集中起来加工粉

皮、粉丝，并通过后盾单位开展消费帮扶破解

销路难题。“今年，村民自发平整抛荒土地，扩

大了种植面积，产量从 3500多公斤，增长到了

5000多公斤。”

通过消费帮扶，驻村工作队后盾单位也

在助力村里增收。截至 12 月中旬，通过收购

沙陵陂村及周边村农户的红薯粉（皮）、订购

沃柑，已累计帮扶 40多万元。

2023 年，沙陵陂村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20 万元，其中纯收入 25 万元，相比 2022 年翻

了 5 倍。同时，村民人均纯收入预计将达到 2

万元，相比 2022 年的 1.28 万元也取得了显著

增长。

美乡村，描绘了一幅画3

市派驻双江村工作队队长谢建文（左一），和种植户

查看黑木耳晾干情况。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市 派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长 江

立明（左一），和

工 作 队 员 及 村

干 部 为 监 测 户

送上产业分红。

（受访者供图）

沙陵陂村的油茶种植基地，

村民在栽种油茶苗。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