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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侯超 黄星

“2023 年黑木耳大丰收，务工
加分红年收入超过 3 万元了。”1 月
2 日，在攸县黄丰桥镇塔前村黑木
耳产业基地，脱贫户阳清娴熟地将
一朵朵黑木耳采收入袋。进入丰产
期，村民们切实感受到产业发展带
来的红利。

从负债近百万元的“软弱涣
散村”，蜕变成远近闻名的“湖南
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塔前村经历

了什么？

选好“领头羊”
能人治村兴产业

塔前村是红色革命村，村里煤
炭资源丰富。

上世纪 90 年代，村里有大小
煤矿 200 余座，挖煤让老百姓过上
了富足的日子。但随着国家环保政
策的调整，村内煤矿全部关停，丢
了“主心骨”的塔前村发展停滞不
前，村内矛盾陆续逐渐增多，村民
纷纷外出务工谋生，村里最高峰时
负债上百万元。

重拾往日荣光，必须打破路径
依赖。

2021 年，塔前村组织换届选
举，村里人想到了在外经商的谢一
平。谢一平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外
从事互联网工作，2016年创业成立
了自己的公司，也闯出了不小的名
气。

上任不久，谢一平就制定了产
业发展计划。“从网络上看到陕西
省柞水县的黑木耳产业带动农户

脱贫致富，而黑木耳生长所需气
候、土壤等条件，塔前村都具备。”
谢一平与村支两委一合计，最终选
择了黑木耳产业。

黑木耳中铁含量丰富，有助于
改善缺铁性贫血，其中的活性多糖
还可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一定的
抗肿瘤功效。经过镇政府牵线搭
桥，村里从浙江请来了技术人员，
手把手教村民种植。

经过 3 年的发展，塔前村黑木
耳基地慢慢有了规模，目前已累计
投入 500 万元，建成了黑木耳生产
流水线 1 条、养菌棚 13 个，加工厂
房占地面积近十亩，带动村民劳动
力就业 50 余名，年发放工资近 40
余万元。

“我们的产品畅销省内外，吸
引了很多团队前来参观学习。”一

有空闲时间，谢一平就会拿出自己
心爱的无人机，到村子里进行航
拍，他开通了“美丽乡村，我为塔前
代言”的抖音视频号，利用互联网
宣传塔前村。

培育新风尚
文化兴村添动力

有了产业兜底，塔前村不仅摘
掉了“软弱涣散村”的帽子，还被评
为“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去年，面对村民的业余活动没
有场地、文化活动不够丰富的问
题，在大屋等 4 个组 400 余村民的
申请下，塔前村把村内闲置场地改
造成幸福屋场，新建了塔前“门前
三小”，村民们能够定期开展文体
活动。

“如果说发展产业是让村民富
口袋，培育新风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富脑袋。”谢一平介绍，塔前村自然
风光优美，过去是十里八乡的通衢
之地，兰溪河流贯而过，溪水边古
老茂密的柳树郁郁葱葱。

近年来，攸县作协兰溪文学社
把塔前村幸福屋场作为创作基地，
定期在此开展文学创作活动，挖掘
本地优质文化，提升当地村民文学
素养。“兰与溪结合，就有了文学的
内涵，有了诗的意境，兰开清溪畔，
溪涌有兰香。”兰溪文学社顾问刘
凯湘说。

如今，走进塔前村，古朴大方
的牌楼，片纸难寻的街巷，家家整
洁的院落，无不透露出一个边远山
村的华丽蜕变。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
讯员/吴婷 霍鑫 曾昭旭） 近日，农业农
村部下发文件，对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炎陵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科教站站长黄远太名列其中，
这是我市此次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

黄远太，50 岁，中共党员，高级农艺
师。1995 年，他工作 28 年以来，长期在基
层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工作。
他从炎陵黄桃品种选育、土肥水管理，到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从新技术试验、示范
到 推 广 普 及 ，全 程 遇 到 的 问 题 ，分 析 方
法，解决措施，都写进教程，传授给农民。

近年来，他负责采编《炎陵县农技报》
30余期 7.2万份，在《湖南农业》《科普惠农》
等专业书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 13
篇，起草制定并实施了《黄桃栽培技术规
程》等 3 项省级技术规程，为炎陵农业尤其

是炎陵黄桃产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
带领团队实施的“高山黄桃产业提质增效
综合示范”课题，于 2022年荣获省农业科学
院“科技兴农奖”。今年，他荣获“中华农业
科教基金会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等殊荣。

他还兼任农广校副校长，大力推行“新农
商”培养计划，开展“农业+互联网”培训，培养
了一大批既懂种植，会营销的“新农人”。他组
建了一支由“院校教授+本地专业技术人员+
土专家”的师资团队，开创“请进来”+“送出
去”+“沉下去”培训方式。创办了全市唯一的
省级农民田间学校，连续 3年开办湖南“农广
助农”工程炎陵黄桃产业领军人才培训，培养
了210名黄桃产业领军人才。

2016 年 以 来 ，他 先 后 4 次 荣 获“ 湖
南 省 农 民 素 质 教 育 工 作 先 进 个 人 ”。
2023 年 ，他 被 中 央 农 广 校 授 予“ 全 国 优
秀农民教育培训教师”称号 。

炎陵黄远太获评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
讯员/张仪） 去年 12 月 28 日，渌口区高分
子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成立，并为 4家链上
企业研究所聚酰亚胺研究所、电工绝缘研
究所、芳纶研究所、工程塑料研究所授牌，
这意味着渌口区集聚产业龙头企业、相关
专家教授参与高分子新材料技术创新的能
力进一步提升。

新材料产业是支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
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近年来，渌口区聚焦
株洲先进制造业差异化优势，大力培育高
分子新材料产业，PI膜、芳纶等产品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高分子链上企业达到 45

家，产值保持 3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成功
进入商飞供应体系，高分子新材料产业集
群跻身湖南省首批中小工业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

渌口区高分子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旨在打造创新资源集聚、组织运行开放、
治理结构多元的综合性产业技术创新平
台，将成为渌口区高分子新材料技术行
业重要的科研成果孵化基地、科研人才
培养基地。同时，充分发挥产学研优势，
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问题，促进科技成
果产业化落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支撑。

渌口区高分子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成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
讯员/何斌存） 经过多轮磋商，近日，湖
南湘河智慧运营水电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湘河智慧）与井冈山黄洋界水电
站等 4 座水电站，签订了为期 10 年、整体
成流域建制、托管费共达 500 万元的水电
站智慧运营合同。这是该公司第一次跨
省托管业务。

近年来，炎陵县依靠当地丰富的水电
资源，利用招商引资，从长沙引进了湘河智
慧，利用社会资本，大力发展数字能源。湘
河智慧以罗霄山脉 1000余座小水电站为服

务对象，开展 5G 工业互联网运营，帮助这
些小水电站提升自动化程度，建设智慧型
运营电站。

其科学而智慧的托管方式，吸引周边
的水电站纷纷前来合作。目前，湘河智慧已
在江西井冈山，湖南桂东、炎陵、安仁等地
设立县区运营中心，并已托管水电站 20 余
座，智慧托管签约业务量 2000余万元。

湘 河 智 慧 总 经 理 叶 汶 星 雄 心 勃 勃
地 介 绍 ，接 下 来 ，该 公 司 将 利 用 5G 技
术 ，进 一 步 拓 展 湘 赣 边 、重 庆 等 地 的 智
慧托管业务 ，打造炎陵总部经济典范 。

湘河智慧首次跨省托管业务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
军 通讯员/李青） 冬季是用电高
峰期，连日来，国网攸县供电公司
加大供电线路设施的巡视检查，根
据线路及设备的特点，详细制定线
路巡视、测温方案，做好消缺整改
工作，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安全可靠
供电。

2023 年 12 月 29 日，位于谭桥街

道谭桥社区的 10kv 皂塘线 27 号杆，
国网供电公司的带电班正在进行消
缺作业，解决当地供电所人员在巡
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隐患。此前，27
号杆上 3 个供电保险急需更换。

位于菜花坪镇的紫金塘 110KV

变电站紫南线 1 号杆在巡视测温中
被发现电缆头过热，温度持续高达
84 度，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紫南线涉
及菜花坪、渌田 2 个乡镇的供电需
求，一旦供电发生问题，将对周边 1
万余户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带

电作业班紧急消缺作业，及时消除
了安全隐患，保障了整条线路不间
断供电。

据 了 解 ，自 入 冬 以 来 ，国 网 攸
县 供 电 公 司 发 挥 带 电 作 业 积 极 作
用，持续开展线路隐患消缺工作，
减少停电时户数 32918 次 ，减少停
电户数 10758 次 ，营造了优良的用
电环境。

攸县：设备“体检”保安全用电

【编者按】
岁末年初，“阅卷”乡村振兴，那

些奋斗的历程、探索的路径、发展的
成果，既暖心励志，又催人奋进。

赶考乡村振兴，步子稳不稳、效
果好不好，亲历者最有发言权，深入
一线方能领略最美风景。即日起，《株
洲日报》推出“‘兴’村路”系列报道，
通过体验式、沉浸式采访，用记者的
第一视角，去观察、感悟广大乡村朝
气勃发的精神风貌，描绘新时代的
“山乡巨变”，以期给读者更多的思考
和启发。敬请关注。

塔前村黑木耳基地迎来丰收。通讯员供图

①

从负债村到示范村
攸县塔前村走出振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