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赶集都有人值班，反映的问题大

多解决了。”

1 月 23 日，孙家湾镇龙虎湾农贸市场，

居民刘建武指着一间集市上的“集中接访

室”说道，一边说还竖起了大拇指。

原来去年 10 月的一天，家住集市上的

刘建武发现，进入集市的街边有两棵樟树

枯死了。人来人往的，如果不及时处理，树

枝掉下来砸到人那还得了？

恰逢赶集，刘建武走到集中接访室，看

到当天是龙虎湾村书记叶家桃和镇上一个

干部值班，就反映了枯树存在安全隐患的

问题。“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工作人员开着

吊车过来，把两棵枯树都砍掉了。”

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在“家门口”收集

问题，把问题解决在“家门口”，这是孙家湾

镇的思路，也据此探索了不少基层治理的

创新举措。

比如上文提到的案例，源自孙家湾镇

的一项乡村治理举措：把赶集日变接访日，

在龙虎湾农贸市场设立集中接访室，与群

众“同坐一张板凳”，畅通信访渠道，倾听百

姓心声。

此外，孙家湾镇还创新推出“夜巡夜访

夜话”活动，通过班子下访、群众说事、代表

议事、干部办事，逐步形成共商共治全程

议、群众呼声全响应的基层治理新局面。

去年底，全省第三批省级乡村治理示

范乡镇公布，孙家湾镇成为株洲地区唯一

入选的乡镇。加上此前孙家湾村获评“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孙家湾镇的乡村治理又

添一块“金字招牌”。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1 月 24 日，攸县菜花坪镇高联

村。

53 岁的刘炳材一有空，就会去

羊肚菌种植基地的大棚转转，查看生

长情况。大棚内，娇嫩的羊肚菌顶开

泥土，伴着畅快的“呼吸”加速“长

个”。

刘炳材是攸县创嘉羊肚菌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植羊肚菌已近

6 年。同时，他从事林地工作，还养殖

了上万头猪。

2012 年起，刘炳材就开始关注

羊肚菌，但直到 2018 年才经朋友引

进门。那一年，他赴湖北与上海等地

多方考察，回到家乡后流转 3.3 公顷

土地试着种起了羊肚菌。

起初交了不少“学费”。头一批菌

子成熟，一场暴风雨掀翻全部大棚，

九成菌棚绝收，损失可谓惨重。刘炳

材一番复盘，发现问题在于大棚建得

不科学，自家技术不过硬。

不信邪的刘炳材四处请教，在上

海、山东等地专家指导下，将大棚改

为标准化大棚。在此基础上，他缩小

种植规模，一边潜心钻研羊肚菌种植

方法和栽培技术，一边重振旗鼓。

“种羊肚菌是个细心活，技术要

求特别高，温度、湿度、光照、氧气四

大要素都要把握好，差一点都不行。”

刘炳材说。随着技术和经验在累积，

他的基地的羊肚菌产量也与日俱增。

羊肚菌，状如羊肚，被誉为“素中

之荤”。每年 12 月左右下种，次年春

天 3 月到 4 月成熟采摘。新鲜的羊肚

菌炒菜，味道赛海鲜；干羊肚菌煲汤，

营养价值又极高。

正因如此，刘炳材说春节前的鲜

羊肚菌通常能卖到 200 元/公斤，还

供不应求。干羊肚菌品更不得了，即

便品相差一点也能卖到 1600 元/公

斤，根本不愁销路。新鲜的销往长株

潭地区，干羊肚菌则销往广州、四川

等地。

刘炳材 2023 年烘制的干羊肚菌

达 500 多公斤，“订单很多，不仅我的

存货卖完了，还要从朋友那里调货。”

看到刘炳材卖羊肚菌的生意红

火。近年来，不时有老板找他合作，对

此，他只有一个条件：要下地种植，凡

事亲力亲为。“俗话说，三年入行五年

懂行，种羊肚菌要资金、要耐心、要经

得起失败，不亲自种根本学不会也种

不好。”他说。

可对想学的村民，尤其是脱贫

户，刘炳材向来肯教。2020 年，他成

立合作社，通过“基地+合作社+农

户”模式带动大伙增收。下种、采收等

阶段务工需求大，高峰时可雇贫困户

及村民 40 余人务工，带动他们每年

增收六七千元。

目前，刘炳材的羊肚菌种植有所

调整，去年 12 月他开辟了林下种植

基地，还在省内的桂东，以及省外的

山东与宁夏等打造了基地，总面积在

4.6公顷左右。

尤其是在山东的羊肚菌种植基

地，刘炳材在尝试新的中小棚创新种

植模式，若实验成功，羊肚菌种植可

进一步高产、稳产。

“如果成功，乡亲们种羊肚菌的

投资成本和风险等都会有所降低，也

更有可能赚到钱。”刘炳材说，他的心

愿是将来有一天，用小小的羊肚菌产

业，撑起村民的“致富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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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旅+”组合拳
让挽洲岛越来越美

讲述人：市派驻渌口区龙船镇挽洲村队长 孟红军

1月 22日，雪停，阳光照在白雪上，让挽洲岛变成了一

座童话小岛。

挽洲岛位于渌口区龙船镇西南部，是株洲境内最大的

湘江江心岛。岛上土地肥沃，盛产黄辣椒、花生、时令蔬菜。

岛上有两个大棚基地，主要种植黄瓜、甜瓜等。好在前

几天把成熟的甜瓜收完，现在大棚里没有什么作物。趁着

出太阳的天气，我赶紧组织人员把大棚上的积雪清理干

净。

清理完积雪，我又到农户的地里去检查。村里的农户

主要以种时令蔬菜为生，目前主要是种了包菜、萝卜等耐

寒蔬菜。经检查，发现并未造成冰冻损害。

近年来，随着一轮又一轮的驻村帮扶，挽洲岛得到了

“升级”，主干道“两横一纵”已加宽至 4.5米，全岛主干道已

实现太阳能路灯全覆盖。在旅游基础设施方面，也打造了

2家农家乐、3家民宿。

2023 年，我进驻挽洲村后，带领工作队快速熟悉村情

民意，开展大走访和召开“屋场会”，对村里的基础设施和

产业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

挽洲岛四面环水，环境优美，曾亮相《航拍中国》第三

季。我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除了自然风光美，人居环境

也要跟着美。驻村开展工作以来，我们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和治理，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村庄清洁”齐动手、“最

美庭院和片区”我来建、“移风易俗树新风，道德模范人人

争”活动，并进行一月一评，借此全面提升挽洲村宜居宜游

宜业乡村环境。

产业发展，道路先行。今年，村里道路完成了“白改黑”

和“黒添彩”，村卫生室进行了重建，村部进行了升级改造，

改善了居民生活的基础设施。

挽洲岛总面积 1.02平方千米，资源相对紧缺。我认为，

要发展产业，就要发挥挽洲岛原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游

产业，打好“农文旅+”组合拳。

2023年，我们结合当地实际，在村里打造了甜瓜基地、

黄辣椒基地等，还利用闲置学校建了 200 平方米的冷库，

解决了黄辣椒转储运难题。其次，结合“庭院经济”鼓励老

百姓种植蔬菜花果，村里给予苗木补贴，并帮助销售，让村

民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增收。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我们还在村里连片种了 40公顷

油菜、300棵观赏桃和 260棵月季、250棵腊梅，将挽洲岛打

造成名副其实“花岛”，并计划通过策划“花海”相关的活动

来引流。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股东风就是宣传推广。

为了让挽洲岛更“香”起来，我们在微信、抖音等短视

频平台建立了“驻村小罗”视频号，每周定期发布岛上的美

景和趣闻等，不断扩大挽洲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拉

动了本村甜瓜、花生等农产品的销量，现在上岛观光旅游

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摆渡船船老大周先生感叹，“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多外地人登岛。”

村庄更美了，产业更全了，村民更富了。经统计，2023

年，挽洲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2022年的 5.1万元增长到 10.65

万元。

挽洲岛内有 1188 人，常住人口不足 200 人，且大都是

60 岁以上老人。驻村工作以来，我与岛内的老人逐渐成为

好朋友，他们勤劳、质朴的精神让我感动。虽然他们年龄偏

大，但是精神抖擞，仍靠自己的双手谋生，种花、种菜，自给

自足。

我相信，挽洲岛会越来越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芳 整理）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
军）近期，全省第三批乡村治理示范

村镇名单公布，我市 1镇 3村入选，分

别是醴陵市孙家湾镇，渌口区朱亭镇

龙凤村、芦淞区白关镇龙凤庵村、攸

县黄丰桥镇墙背村。

全省第三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包含 10 个乡镇和 50 个村，评选过程

为市县相关部门联合推荐初审，省级

相关部门评选，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审

议决定。名单产生后，曾在 2023年 12

月 13日至 12月 20日进行公示。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我市

目前有 12 个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镇，除上述第三批入选村镇外，省

级乡村治理示范镇还有醴陵市东富

镇、攸县石羊塘镇，省级乡村治理

示范村包括茶陵县舲舫乡官溪村、

醴陵市明月镇何家桥社区、荷塘区

仙庾镇樟霞村、芦淞区白关镇卦石

村、茶陵县严塘镇田心村、炎陵县

水口镇水西村。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李湘疆 王磊) 1 月 22 日，冰

雪寒潮天气袭来，给生产生活造成不

利影响。在攸县皇图岭镇港口村，市

派驻村工作队联合相关力量组成志

愿除冰队，开展铲雪除冰保障村民安

全出行。

市派驻港口村工作队队长黄卫

正介绍，大雪袭来，路面积雪结

冰，树木竹子折断倒伏阻碍交通。

中建五局攸县皇图岭镇港口至山关

道路工程项目部，与港口村等项目

沿线各村的村“两委”、市派驻村工

作队、攸县交通事务中心、中国电

建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一起，组成志愿除冰队联合开展了

铲雪除冰行动。

志愿者带着铁锹、砍刀，首先到

B40 县道港口段跨武深高速公路桥

附近，清除倒伏树木、竹子，铲掉积雪

并撒上工业用盐。随后志愿者分组行

动：中建五局为主的建设者重点负责

清除港口至关山公路沿线两侧压垮、

压断的树枝；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

等则加强隐患排查，保障道路畅通、

村民住房和用电安全。

我的驻村日记

岛上新建的“彩虹路”。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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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管国兵

近期，第三批“省级乡村治理示范乡
镇”公布，醴陵市孙家湾镇成为株洲地区唯
一入选的乡镇。

孙家湾镇有啥秘诀？记者走访发现，“撒

手锏”是以三个“家门口”推进乡村善治。
在村上干活，下班就能和家人同桌吃

饭；登上“村晚”舞台秀才艺，耳边是乡亲们
的掌声与喝彩；遇到烦心事，赶个集就能顺
便诉苦并推动解决。

在孙家湾镇，上述场景融于生活日常，
展现了乡村治理的美好风景。

1 家门口的就业，就近增收家人齐整

1月 23日，孙家湾镇孙家湾村。

下班时间一到，46 岁的周水江换下制

服走出公司，开车几分钟就到了家。他的爱

人在银和瓷业工作，也在村上。晚餐桌边，

除在外工作的大女儿外，夫妻俩加读高中

的小女儿，“一家人齐齐整整”。

曾经这种场景是奢望。多年前，周水江

和爱人南下广州进了一家制笔厂打工，两

个女儿只能请父母帮忙带。

但随着家乡产业发展、就业渠道增多，

周水江和爱人先后返乡，在“家门口”找到

了工作。爱人于 8 年前回乡，他回到村里帮

朋友的公司做事则是 2 年前。“两个人每月

工资都有六七千元，不比在外面挣得少，还

能陪伴家人，多好啊。”周水江笑着说。

居民能就近务工，“一老一小”也就有

人照顾，对推进乡村治理无疑是一大利好。

孙家湾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

镇积极培育“四上”企业和龙头企业，打响

醴陵陶瓷品牌，吸引了众多外出务工人员

留乡就业。“换句话说，是既强产业又搭桥

梁，创造大量岗位的同时搭建相关服务平

台，让用工企业与务工居民精准对接。”

目前，孙家湾镇有大小企业160余家，其中

规上企业48家，还搭建了企业+民工“一站式”

服务平台，定期发布招聘信息，精准匹配供需两

端，并针对性地提供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

不仅如此，孙家湾镇还用准用活创业

扶持政策，鼓励在外乡贤返乡办厂，支持民

营企业和新乡贤在本地创业。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孙家湾镇 1万余人

实现“家门口”就业，还辐射吸纳了周边乡

镇劳动力前来务工，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就

近增收，陪伴家人。

家门口的晚会，秀出村民风采2
“建军，上次那个小品演得不错哦。”

最近，孙家湾镇龙虎湾村 50 岁的村民

周建军遇到熟人时，总能听到类似的“点

赞”。去年 11月，他参加镇上首届“幸福村民

秀”才艺展示大赛，这上台一“秀”，他“拿了

奖还出了名”。

周建军是村上服务队成员，平时爱唱

歌，也会吹萨克斯等乐器。以前，他的舞台

大多是在村民家的红白喜事上。去年镇上

的“幸福村民秀”一举行，他在全村人面前

“露了一手”，参与表演的小品《家和万事

兴》还获了二等奖。

而在孙家湾村，村民谭德武去年也首

次走上了“村晚”舞台。

台下村民欢呼，台上彩灯闪烁，52岁的

谭德武人生头一遭参与表演“T台秀”。这个

“秀”有点特别，“上台两次，一次扛锄头，一

次挑禾架子，就像去田里干活一样。”他说。

没想到，10 多个人参与的“T 台秀”，最

后拿了一等奖。“这舞台有意思，让我这个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人，感到蛮自豪。”谭德

武笑着说。

村民的自豪感背后，是孙家湾镇去年

创新开展的“幸福村民秀”才艺展示大赛。

全镇 6 个村，每个村都有“村晚”，每个村民

都能报名参加，登上舞台展示才艺绽放光

芒。

孙家湾镇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该镇

的文体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尤其在孙家

湾村，新时代文体广场和乡村大舞台等设

施齐全大气，也连续举办两届农民文体节，

为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打造具有孙家

湾镇特色的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

了扎实基础。

“党政搭台，群众唱戏；乡村是主场，村

民成主角。”孙家湾镇相关负责人则说，该

镇以文化促善治，实现了老百姓有获得感、

幸福感，与乡村治理提效能的“双赢”。

家门口的服务，破解百姓“烦心事”3

学生参与“幸福村民秀”才艺展示大赛。受访单位供图

“ 赶 集 日 ”变“ 接

访日”，村民在孙家湾

镇的龙虎湾集镇接访

室反映问题。

受访单位供图

刘炳材在采摘羊肚菌。受访者供图 资料图

羊肚菌撑起“致富伞”

振兴动态

志愿者清理道路上倒伏的树木。受访单位供图

我市1镇3村
入选省级乡村治理示范

除冰雪保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