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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曾宪志 李芳辉 谢军

2月 1日，天寒地冻，炎陵县霞阳镇
石子坝村水果基地，村民们忙着挖沟施
肥，用生石灰水将黄桃树干涂白，使果
树增肥又保暖，为即将到来的冰冻雨雪
天气做准备。近年来，该镇利用房产租
赁、个性化服务园区、农业产业、文旅康
养、集体权益流转放活等形式，大力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2023 年，全镇村级集
体经济平均收入超 12.5 万元，两年时
间，各村不仅摘掉了“薄弱村”的帽子，
村集体经济也形成了稳步增长的态势。

这是炎陵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一个缩影。

集体经济薄弱，是阻碍农村经济发
展的焦点问题，也是乡村振兴的短板。
近年来，该县以党建为引领，补短板、强
弱项，形成“县级统筹、乡镇引带、村级
落实、群众参与”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走
出一条具有炎陵辨识度的集体经济“消
薄”模式。

2022 年，该县 41 个集体经济薄弱
村全部完成“消薄”任务，120 个行政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达 5 万元以上。
2023 年，集体经济“消薄”成果全面巩
固，实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转变。

优选人才，“领头雁”引领带动

基础薄弱、优质资源分布不均、村
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横亘在炎陵全
面完成“消薄”任务面前的一块大石头。
2021 年底，该县村级集体经济“薄弱
村”占比仍高达 34.2%。

炎陵县成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县、乡、村三级联
动体系，深入开展全面消除集体经济

“薄弱村”集中攻坚工作，建立机关企事
业单位“2+1”联建共建机制，统筹安排
一批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薄弱村”
结成党建联建共同体，实行党建活动同
办、资源信息同享、“消薄”责任同担。

发 展 壮 大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关 键
在人。

结合“干部能力提升”“实力乡村”
“届中分析”等行动，该县对懂经济的乡
贤能人全面摸底，将能人充实到村干部
队伍。挑选优秀青年干部，下沉到集体
经济薄弱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帮助
找“病因”、开“药方”、挖“穷根”。大力实
施“湘酃乡親”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活动，
鼓励吸引 37 名有见识、有能力、有活力
的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大学生担任
村主干，激活“经济因子”。

“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
该县量身定制主题培训 23 期，县、乡集
中轮训村支两委干部 1000 余人次。对
接各银行出台“乡村振兴共享贷”产品，
借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乡村人才创
新创业，助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搭建平台，抱团发展促增收

如何赚得好“钱景”？炎陵县探索建
立“县级引领、村企结对”模式，让村集
体经济搭上企业发展“快车”。

2022 年 6 月，该县成立炎陵县振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县振兴公司），联结带动乡镇
集体公司、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合力推
动黄桃、猕猴桃、粽叶、茶叶、中药材等
特色农业基地建设。

建立“县振兴公司+乡镇公司+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订单”供销模式，由
县振兴公司负责开拓市场、争取订单，
交付乡、村两级组织供货。对偏远薄弱
村、无劳动力脱贫户等重点帮扶村和帮
扶对象，采取订单、定点、定向方式扶
持。2023 年，县振兴公司通过市场运
作，共销售农特产品营业额近 300 万
元，实现净利润 80 多万元，带动全县各
村平均增收达 1万元。

同时，该县还建立“村企结对”模
式，以“一对一”或“多对一”形式，公司
承包村民土地，用于加工生产工业用
品、农产品，或种植经果林，村里提供劳
动力。企业的产业、资金和人才转化为
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实现“以企带村、
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目标。

水口镇水口村与水口镇生态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结对，流转土地 300
多亩，建成马铃薯种植基地、深加工车
间，实现了企业增收、村级经济壮大、农
民致富的目标。去年，该村集体经济增
收 10万元以上。

目前，该县八成以上村级集体傍上
企业这座“靠山”，获得快速发展。

多点发力，发展特色产业

1 月底，走进十都镇黄上村的山胡
椒种植项目基地，一眼望去，绿油油的
山胡椒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对山胡椒
树施肥、除草、除虫、松土……一幅热火
朝天的劳作景象。

近年来，黄上村立足资源禀赋和发
展实际，以“党建+产业”驱动集体经济
发展的新模式，流转 40 余亩零散土地
发展山胡椒产业，探索出一条特色产业
发展之路。通过利用撂荒地发展山胡椒
产业，此举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优化

了集体经济结构，且拓宽了村民的就业
渠道。2023 年，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15 万元，通过山胡椒产业，带动群众务
工人均增收近 1万元。

“消薄”不是简单的“摘帽”，而是提
升村级“造血”功能。

该县积极引导村集体利用领办合
作社、兴办企业等形式，大力发展黄桃、
白鹅、茶叶、中药材、楠竹、山胡椒等特
色产业，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其中炎陵黄桃种植面积 9.6 万亩，总产
量达 8.5 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 32 亿
元，带动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年增
长超 400万元。

该县还围绕“一乡（镇）一业”“一村一
品”发展目标，精准谋划产业项目，共争取
中央、地方财政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
目资金 2150万元，扶持发展集体经济项
目 43个，直接或间接受益超 5万余人，带
动43个村集体经济由“弱”变“强”。

有的村还积极开拓新增收门路，采
取成立工程建设公司、保洁服务公司，
发展农家乐等方式，做大做强村级集体
经济。

鹿原镇西草坪村张湘军在当地政
府邀请下，从广东返乡担任村支书。该
村成立“两司一社”，即组织 20 多名有
基建工作经验的村民，组建炎陵县鹏达
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承缆村内外基
建工程；成立炎陵县美悦保洁有限公
司，承包村里的垃圾转运处理工作；组
建炎陵县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近
200 亩水果，并种蔬菜、开鱼塘、养土
鸡，办起 5 家农家乐，发展文旅产业。昔
日的负债村，如今变成全县党建强、产
业强的“双强”村之一，村集体年收入达
30多万元。

炎陵县做强村集体经济，走出有辨识度的“消薄”之路

“小个子”炼成“大块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卫红） 近日，农业农村部
种植业管理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对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
开展了三年工作总结活动，并就县级
项目实施典型案例进行了资料汇编，
全国共树立了“十大县级典型”，《湖南
省攸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典型案
例》成功入选。

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是
改善农业环境、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
供给和促进农业节本增效的迫切需
要，是加快形成绿色循环发展方式、打
通种养循环堵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乡村振的重要举措。从 2021年
开始，农业农村部启动的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试点，攸县被纳入全省 22 个试

点项目县。
近年来，攸县通过实施绿色种养

循环项目管理立体化、规范化、考核程
序化等机制，以提高粪肥还田服务综
合竞争力为落脚点，多元化推进粪污
处理场地建设、标准化进行畜禽粪污
处理、机械化开展畜禽粪肥施用；以粪
肥还田市场化运营为工作抓手，探索
出了长效机制，基本实现了畜禽粪污
处理有偿化，畜禽粪肥施用有偿化，粪
肥还田盈利模式自主化。

目前，攸县拥有粪肥还田配套设
备 82 台（套）、堆肥撒施机 57 台，堆肥
处理场地 1.96 平方米，水肥处理及储
存容积 5.43 万立方米，水肥储存施用
罐 3 个，综合型堆肥处理中心 1 个，机
械化综合施肥能力达 3460亩/天。

全国典型
攸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入选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
讯员/刘林真 夏雨琴） 1月 31日，中央
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
节目《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激发乡村消
费新活力》，报道醴陵星悦茂地下商业街
人气爆满，激发了县域消费新活力。

晚上 8时，星悦茂地下商业街内依
然人气旺。这家开在县城的供销合作
社商业综合服务门店，受到年轻人的
青睐。星悦茂湖南醴陵商业街负责人
邓哲介绍，街区引入 30个首进品牌，开
业当天客流量达 12万人次。目前，日均
客流量达 4万人次。

首店，是指在行业里有代表性的
品牌或新品牌在某一区域开的第一家
店。以前，首店大多选择落脚在大城

市，而今，越来越多的首店以“产业协
同、互引客流”的方式下沉县域，折射
出醴陵经济新活力。“今年累计业绩已
经超过部分一、二线城市了。”街区一
家服饰店店主熊伟表示。

醴陵星悦茂地下商业街项目位于
该市主干道瓷城路及青云路，是醴陵
首个单建式平战结合人防工程项目，
具有平战结合的双重功能。它既是城
市商贸中心，也是“平战结合、平急两
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该项目打破
以往单调的商业模式，顺应参与式、体
验式、沉浸式等消费模式，构建了多元
化、品牌化、差异化的业态格局，让县
域居民足不出县，就能满足大部分消
费需求，推动城市商圈升级焕新。

上了央视
醴陵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李亚玲

卯兔追冬去，辰龙报春来。2月 2日，茶陵县桃
坑乡举行欢乐迎新春暨客家民俗消费活动，一道
道够味的“年节大餐”如约上演，展现了不一样的
客家年味。

当天下午 2 时，虎塘社区休闲广场上人山人
海。在广场东侧，一排精致木棚组成的客家美食
体验区前热闹非凡。“我来自江西莲花，也是客家
人，准备多买点客家美食回家过年。”正在排队品
尝红薯干的李莉红开心地说，自己买了客家扣
肉、高粱糍粑、客家酿豆腐、柴火腊味等美食。

在广场西侧，同样聚满了人群，欢呼声络绎
不绝。原来，这里正在举行酿豆腐大赛。桃坑乡各
村（社区、居委会）派出代表队，3人一组制作酿豆
腐。一块块油炸豆腐被掏空芯，妇女们巧手填入
由糯米粉、猪油、大蒜等原材料制成的“酿心”，制
作成酿豆腐。随后，这些酿豆腐被送入蒸笼，大团
蒸汽伴随浓郁的香味弥漫赛场，引人垂涎欲滴。
随着一声“出锅”，观众们“一拥而上”。一些“等不
及”的观众更是直接用手抓，咬上一口，烫得直哈
气也舍不得吐。

“吃上客家酿豆腐，重温山里客家情。”47 岁
的黎瑞娥是 2008年从晓枫村搬下山的移民户，她
说，酿豆腐的味道就是客家的年味，每次品尝，让
她想起山里的生活。

同样充满“乡土味”的，还有下午 3 时开演的
联欢表演，其中，桃江社区 19 位居民身着客家传
统服饰，用舞蹈将乡音乡情、乡愁乡韵浓缩于一
方舞台。

甲辰龙年，“龙味”浓浓。作为压轴节目的非
遗表演客家火龙，引得全场观众起立欣赏。三条
由稻桔梗做龙身，燃香做龙鬃的“火龙”，虎塘社
区客家舞龙队在舞台上翻转腾挪，活灵活现，引
来掌声不断。

“我家三代都是舞龙人，火龙凝聚着客家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4 岁的舞龙队员李丽文，
2009年搬下山后就加入了社区舞龙队。

在这方舞台上，村民是真正的主角，人人都
可以上台做“民星”。表演中，不仅有村民自编自
导节目，还有村民自告奋勇上台为乐器表演伴
舞，赢得观众点赞。

“村晚”变“村玩”，“创新味”愈加凸显。桃坑
乡的这场“村晚”，除了传统舞台表演，还有送春
联、拔河赛、选购农特产品、电商直播带货等活
动，打造“文艺演出+非遗展示+民俗体验+文创
集市”的文旅活动新场景。当天现场共吸引群众
5000 余人，线上直播在线 20 余万人，全场交易额
20万元。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展示桃坑移民户的幸福
生活。”桃坑乡党委书记陈吏说，这场“村晚”也是
桃坑乡以“三融四联”党建引领优服务的成果展。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傅博荟 刘艺锋

“刚宰的鸵鸟肉来看一看啦”“古岳峰
的药糖又脆又香，还不粘牙”……2 月 3
日，南方小年，上午 9时，尽管天下着雨，渌
口区碧鸿广场的人流还是渐渐多了起来，
年货集市的摊主们卖力地吆喝着，现场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龙潭砖桥夫子
肉、渌口杨梅花猪、淦田清溪冬笋……这
次小年，渌口区将乡村集市搬到城区，现
场设置展位 90 多个，囊括全区 8 个镇的数
十种“名、优、特、鲜”农产品，满足广大市
民和游客的消费需求。

“嘭——”的一声，集市入口，新一炉
人参米出锅了，年味儿具象化为了食物的
香气，引来不少人围观购买。“听着亲切的
乡音，吃着儿时的味道，很幸福、很满足，
这种具有浓浓烟火气的采购年货的方式，
是网购代替不了的。”市民刘先生介绍，自

己刚从广州返乡，特地带女儿来体验赶年
集的快乐。

“年货大集不仅方便了市民朋友选
购年货，也为镇村提供了一个展销优质
农产品的平台。”淦田镇党委副书记江烨
变身摊主，热情地向赶集人介绍淦田特
色，提供试吃服务，“你看，上午还没结
束，冬笋、鸡蛋糕就快卖完了。”江烨笑着
对记者说。

现场人气最高的，莫过于现杀的牛、
羊肉，几个肉摊前排起了队，摊主手起刀
落，一块块鲜肉、一根根骨头，瞬间就被装
进购物袋。“赶集就是图个新鲜。”从天元
区过来的马大姐说，之前没尝过鸵鸟肉，
看到现场有，打算买一点试试味。

除了好吃的，现场还安排了本土“花
鼓戏”表演、汉服快闪等，不仅让中老年人
韵足味，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渌口云赶
集”等自媒体达人边“打卡”边“直播”，“年
味儿又回来了！”观看直播的网友纷纷留
言道。

客家“村晚”火 移民解乡愁 小年赶大集 渌口年味浓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胡雨晴 高强） 连日来，
茶陵县各地组织开展以“书法文化进乡
村，喜迎新春送万福”为主题的春节送春
联活动，为当地居民送上新春祝福。

在云阳街道东山坝村，村委会特
邀嘉宾唐湘子、罗玉元等书法名家们
挽袖执笔，挥毫泼墨，各抒情怀，一副
副寓意吉祥的春联、一个个饱含神韵
的“福”字映入眼帘，将新春的祝福和
美 好 的 祝 愿 融 入 其 中 ，现 场 暖 意 浓
浓，年味浓浓。

严塘镇邀请县书法家协会 20余位

书法家在尧水村书写春联，有的村民
还在书法家的指导下写春联，感受传
统书法文化魅力。当天，书法家们共现
场为尧水片区居民书写并赠送春联
400余幅。

在腰潞镇人民政府，书法名家们
展纸挥毫。前来寻求墨宝的干部职工
们一边等着墨迹晾干，一边挑选自己
满意的春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茶陵县书法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表
示，接下来的几天，协会书法家们还会
深入乡村，现场书写赠送春联福字，为
村居增添节日氛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
怡敏 通讯员/张仪 郭璋） “开饭
啦！”2 月 2 日傍晚，在渌口区朱亭
镇古镇社区的街道上，红色灯笼造
型的充气拱门看起来喜气洋洋，
由几十张小桌拼起来的两条“长
龙”摆放着各色菜肴，香气四溢，
社区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共尝“百
家宴”。

下午 4 时，各家厨房里热火朝
天。“我在外面打工，很久没回来，
正好借这个活动增进邻里感情。”
居民刘秋香把自己精心制作的火
焙鱼、腊牛肉拿了出来。

大火热油、快速翻炒，居民胡
正良的拿手菜是干锅茶树菇、麻婆
豆腐、玉米炖排骨，为了这次“厨艺
大比拼”，他早早就买好了食材，准
备露一手。

“过年就是要有气氛。”在居民
马俊波家的厨房，香味扑鼻而来，只
见他动作麻利，不一会儿一道鲜香辣
的小炒肉就烹制完成了，一旁的锅里
还炖着鸭子，正冒着汩汩热气。

腊味合蒸、朱亭扣肉、头碗菜
……下午 5 时，社区居民陆续端出
一道道具有本土特色、色香味俱
全的菜肴 。席上坐的 ，有先进模
范、现役军人家属、返乡成功人
士、一线环卫工人，还有高龄留守
老人、残疾代表、特扶家庭，大家
亲亲热热，谈过去一年的收获，也
谈对新一年的期待。

席间，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带
来了自编自导自演的歌曲、舞蹈等
节目，让欢乐祥和的氛围更浓。“我
们希望把温情融进一菜一饭间，通过这类活动
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把温馨的小家庭串成和睦
的大家庭。”古镇社区党总支书记刘茺说。

醴陵“自由行”
邀你过大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
员/刘欢） 近日，“醴陵自由行 邀您过大
年”春节元宵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在泗汾镇金
湖湾景区举行，十大“自由行”系列主题活动
让醴陵年味“浓”起来、文化“热”起来、人气

“旺”起来。
新春临近，该市启动了“醴陵自由行 邀

您过大年”醴陵市 2024 年春节、元宵期间文
旅系列活动。从即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4 日
期间，醴陵市将组织超过 50家涉旅企事业单
位联合推出大剧自由看、景点自由逛、炒粉
自由吃、瓷器自由捡、古街自由逛、健身自由
嗨、演出自由享、非遗自由学、文物自由赏、
心愿自由许等十大“自由行”系列主题活动。

活动期间，醴陵十几处网红捡瓷点春节
不打烊，醴陵陶瓷博物馆、芋园文化旅游景
区、渌江书院旅游区、中国陶瓷谷、醴陵窑等
主要景点，陶润会、湘瓷实业、尚方窑瓷业、
华联瓷业等工业旅游点将免费对外开放，各
自陆续推出特色活动。

古筝专场音乐会、新春摄影展、皮影戏
民俗表演、公益电影、年画手工 DIY、汉服体
验游、考古体验游、陶瓷免费鉴定、足球嘉年
华、象棋村超大赛……活动期间，几乎每天
都有丰富有趣的文体活动供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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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小年集市十分热闹。记者/邹怡敏 摄

桃江社区居民带来的客家歌舞表演。陈洲平 摄

茶陵：春联送上门 墨香贺新春

书法家为村民书写春联。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