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年首场工作研讨会
讲述人：市派驻炎陵县黄沙垅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 尹卫东

2 月 19 日，上午 8 点多，我和另外两名队员在

株洲市区汇合，开车赶往炎陵县霞阳镇黄沙垅村。

之所以新年上班第二天去，是为了避开拥堵。

队员曾晓芳上一轮在炎陵县鹿原镇的西草坪村驻

村，她说往年春节后第一天去村里都堵得很，最久

的一次堵了 7个多小时。

可即便错开高峰，我们还是在路上被堵了一个

多小时，中午 12 点 40 多才到村里。下午 2 点半左

右，村干部打来电话，与村联点的县镇干部来了，请

我们工作队去参加龙年首场工作研讨会。

座谈环节，我代表工作队简单汇报了驻村以来

的工作。然后大家实地走访，去到心农水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直播基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等，边

走边聊今年的工作计划。

“村集体经济还有待加强，是不是可以搞特色

农家乐？”联点的县干部，炎陵县委常委、县委办主

任段君平问道。

“农家乐村上也有，只是特色不特，还要争取更

多资源去打造。”我回答。

“不妨争取在外地做餐饮做得好的乡贤支持。”

段君平建议。

研讨结束后，我打电话给 60 多岁的村民林新

桥。继去年为他卖了 50公斤蜂蜜后，春节期间我又

给他卖了 5 公斤，想问他啥时候有空来拿 600 元的

现金。

“不急咯尹队，下次碰到了再说。”林新桥在电

话里说。

驻村将近一年，村民早已认可信任我们。去年

我们将重心放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鼓励脱贫

户和村民发展“庭院经济”。在工作队和村里支持

下，不少村民在房前屋后种粽叶、种盆栽、养蜜蜂

等，增收效果明显，林新桥便是受益者之一。

办实事、见实效，这是我们开展驻村工作的原

则。对黄沙垅村的 47户脱贫户、4户重点监测户，工

作队多次走访，并开展了针对性的帮扶。

去年村上黄桃丰收，我们工作队的三个后盾单

位进行消费帮扶，优先采购脱贫户的黄桃。同时，通

过设置公益岗位、开展健康帮扶等，让脱贫户切实

受益。

70 多岁的蔡娭毑，因为患有心脏病导致生活

无法自理，曾晓芳争取后盾单位市人民医院支持，

为其带来专家会诊与用药方面的便利，如今蔡娭毑

状态好转，慢慢地能自己走路散散步了。

结合研讨会展望新年，我们工作队计划把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放在首位。等寒潮过后，工作队和

村“两委”打算考察周边镇村的光伏发电、腊制品等

项目，结合村情实际新增一个产业项目。

心农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刘龙，是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也是充满干劲的“80 后”。目前，

他的合作社种黄桃、种苗木，还有专门的电商直播

团队，搞得有声有色。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可以听

听他的想法和意见。

明天我就去找刘龙好好聊一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邓丽）

刘崇光坦言，从事瓜果种植

10 年 ，“ 亏 的 日 子 多 过 赚 的 日

子”，但他并没有后悔当初的决

定。

“民以食为天，每代人总要

有做农业的人，”刘崇山说，对

出身农家的他来说，对务农有种

天然的亲近感，也想种出更多高

品质的农产品。

最近，知名网红“一亩耘

心”许天佑患癌症去世，刘崇山

对此深感惋惜。许天佑曾是台湾

电影行业从业者，后来“寻根”

回到大陆，租下田地坚持不用化

肥、不用除草剂、不用农药，用

绿色有机的理念做农业，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刘崇山心

中，许天佑那样的农人是他学习

的榜样，“他很纯粹，不追求世

间的享受，只想用生态的方式种

出优质的农产品，造福一方。”

这些年，刘崇山守着自己的

瓜果园默默耕耘，不奢求规模扩

大，只希望种出品质更优、更绿

色的瓜果。曾经他尝试用栽种的

葡萄酿造红酒，后来发现精力有

限，又放弃了这块业务。

如今，刘崇山在瓜果园种植

葡萄、甘蔗、黄金瓜等，会通过

微信朋友圈进行销售。为了顾客

有更多选择，他也会制造一些瓜

果组合装进行售卖。“大部分是

老客户，在小范围内有了一些知

名度。”他说。

除此之外，亲子游与观光研

学游等也是刘崇山在重点拓展的

业务。他想打造的是一个有童趣

的瓜果园，让青少年也喜欢瓜果、

了解农业。“现在的孩子大多沉溺

于手机、网络游戏，我想把瓜果园

做得更有趣好玩，让他们到这里

就忘掉手机。”他笑着说。

守着瓜果园，“80 后”的刘

崇山其实还是单身，父母已经催

婚好多年了，但他并不过于着

急。“开花结果都有时候，这是

我从种植瓜果得到的智慧。”他

笑着说。

我的驻村日记

2月 19日，尹卫东（右一）在参加新年第一场工

作研讨会。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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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打理草莓大棚，把剩下的土豆种完，到3月开始平整种甘蔗的土地……
芦淞区白关镇白关村，35岁的刘崇山犹如“老农”，对一年的耕种计划做着安排。他

个子不高、黝黑朴实，在面积1公顷的园地里，不断追求自己做“小而美”的农业的梦想。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株洲做农业10年的小伙，其实是在株洲学的电气类专业。学

工科却做农业，还坚持了这么多年，新农人刘崇山有故事。

一个学工科的大学生决定种葡萄
2010 年 7 月，刘崇山的一个

决定惊呆了父母：从湖南工业大

学电气类专业毕业后，他没有去

对口企业找工作，而是选择种起

了葡萄。

“对我爸妈来说，考上大学是

为了‘丢掉锄头’，在城里找个好

工作，我要去做农业的想法他们

不理解，”刘崇山笑着说，即便现

在父母对他的这个选择也是“半

支持”的状态。

而对刘崇山来说，做农业是

他从小就感兴趣的事情。年少的

时候，他就尝到了种植瓜果的“甜

头”。

刘崇山出身农家，父母在种

田之外，也会种植一些瓜果蔬菜。

堂哥擅长种果树，他更是喜欢跟

在屁股后面学。在自家院子里，他

有样学样地种了甜瓜、李子树、橘

子树等，这让他从小就实现了“水

果自由”。

2008 年，他考上湖南工业大

学，懵懂的他选择了电气类专业。

一次，他去找当时在湖南农业大学

读书的发小李卓龙玩，聊天中，他

发现自己对发小学的园林与园艺

专业更感兴趣。他随口说了一句，

要是能和对方一起上课就好了。

没想到李卓龙说，他们的老

师挺开明，只要愿意学可以和老

师打好招呼来“蹭课”。就这样，从

大二开始，刘崇山只要有时间就

会坐当时票价 4.5 元一趟的绿皮

火车赶去长沙，然后在湖南农业

大学听课。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去

泡图书馆，一泡就是大半天，根据

自己的喜好学习相关技术。

一次，刘崇山跟随湖南农业

大学的老师，去全省首批“科普基

地”之一的长沙百果园考察。置身

在南瓜、葫芦等瓜果走廊下，他第

一次被观光农业所震撼：“原来做

农业也可以这么精致好看。”

从湖南工业大学毕业后，刘

崇山在李卓龙的介绍下，来到湘

潭的一家农业产业园工作，并被

安排种了 2 年葡萄。在这个过程

中，他又拜了新师傅并掌握了种

葡萄的技术。

“我为什么不能按自己的想

法，打造一个自己的瓜果园呢？”

2012 底，刘崇山带着这个梦想回

到株洲，开始了追梦之旅。

他的瓜果园“把虫子当朋友”
选择回到株洲，刘崇山看重

的是这里的环境，大学四年在这

度过，他对株洲这座城市更为熟

悉，也能得到更多创业上的支持。

经过一番考察，2013 年底，

刘崇山和当时的合伙人试着在芦

淞区白关镇白关村流转土地。起

初的规模并不大，他把那里作为

“试验田”，试种了 20 多个品种的

葡萄。

自己正式做农业后，刘崇山

发现了背后的艰难：资金投入大、

回报周期长，为产品找销路也并

不容易等。正因为做农业不易，几

年下来，他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同

学”，也有很多不做农业，转到了

其他领域。

反复摸索中，刘崇山前期与

人合伙打造了两个瓜果种植基

地，也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天

人合一，万物共生”，是他逐渐形

成的葡萄种植方法，说起来抽象，

但实践起来有很具体的成效。

以往，葡萄园虫害让刘崇山

头疼。为此他试过不少方法，从最

开始的雇人除草，到放鸡鸭吃草

等，这些方法的效果都不佳。雇人

除草，成本高；放鸡鸭吃草，土壤

被踩得板结，又不利于种植葡萄。

2016 年，在一次去外地参加

葡萄协会的活动时，刘崇山学到

了葡萄生态种植的理念，回来立

即调整了自己的种植方法。那个

冬天，他没有雇人除草，只是拔掉

了一些长得较高的杂草，没想到

这年葡萄的产量并没有减少。

看似是无为而治，其实是生

态种植。刘崇山解释说，以前他想

方设法把虫子消灭但也损害了葡

萄，现在他种一些低矮的草，创造

了虫子喜欢的环境，虫子反倒不会

爬到葡萄藤蔓上“为非作歹”了。

“换句话说，从前我把虫子当

敌人，现在我把它们当朋友，让葡

萄和虫子和谐共处。”刘崇山说。

自从他采取这种理念做种植，雇

佣工人及相关成本显著下降。

2020 年下半年，刘崇光在白

关村流转 1 公顷土地，打造了如

今的瓜果园——“刘崇山的瓜果

园”，也是为了全面贯彻这种充分

尊重自然规律的种植理念。如今，

他的瓜果园不仅种葡萄，也种黄

金瓜、西瓜、甘蔗，以及土豆等。

不求赚多少钱，只求“小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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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乡村振兴这样干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谭雪平

早春二月，寒潮笼罩株洲，但迟早会被春风吹散。

人勤春来早，新的一年，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做了哪些

谋划，具体如何推进？

记者从市乡村振兴局了解到，今年工作的主线是“守

底线、增动力、促和美”，并将“五指并拢”发力，绘好

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答好了“三道题”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以来，全市乡

村振兴系统真抓实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取得了新的积极成效，“通过加强防返贫监

测帮扶牢牢守住了防止返贫的底线，也争取了一批重点项

目落户株洲。”

去年，我市乡村振兴系统争取中央、省有效衔接资金

近 4亿元，争取国家专项彩票公益金 5000万元、中央预算

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00 万元、省巩固脱贫成果示范园

3000万元等一批重点项目落户株洲。

一言以蔽之，我市乡村振兴工作答好了“三道题”。

具体是哪“三道题”？

坚决守住防返贫底线是“基础题”。我市实行“一季

一排查、一月一走访”，拉网式动态排查农户 73.29 万户、

282.3万人，动态识别监测对象 5642户、14838人，实现了

所有农村地区、所有农村户籍人口排查全覆盖，确保了监

测对象“应纳尽纳”。按照监测户“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落实帮扶措施，已消除风险 2842 户、7476 人。针对

因灾害、大病等导致有返贫风险的困难户，我市创新设立

防返贫应急救助专项资金，近三年累计安排资金 1060 万

元，帮扶近 1500人。

积极促进脱贫户增收是“提升题”。我市强化产业帮

扶，引导支持脱贫户、监测户发展短平快种养业和“庭院

经济”，全市参与“庭院经济”发展的农户近 1.4万户。加

大劳务输出力度，发放一次性务工交通补贴 490 余万元，

开发公益性岗位 5747个，设立就业帮扶车间 198家，吸纳

了 1.81 万名劳动力就业，脱贫人口务工总人数达 7.28 万

人，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全市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达

到 16915 元，较 2022 年增长 14.2%，比全市农村居民纯收

入预计增速高 7.5 个百分点，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与全省

和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同比“双提升”。

大力推进乡村建设是“加分题”。我市切实抓好农村

改厕工作，对 2013年以来政府组织实施改造的农户厕所多

次开展“回头看”，共摸排改厕农户 23.98万户，整改问题

厕所 3.38 万个。推进新改建厕所建设，在 2022 年已完成

5.4 万个基础上，2023 年又新建 7682 个。开展“幸福屋

场”建设，近两年全市建成幸福屋场 160 多个。深化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行动和“村

庄清洁”行动，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创建“三清

三小”秀美庭院 7000余户。

继往开来，“五个着力”促振兴

面向 2024年，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稳住

心神，保持定力，有力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该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乡村振兴系统的总体工作思

路为“1234”：“1”是聚焦“守底线、增动力、促和美”

一条主线；“2”是开展“重大项目攻坚年”和“脱贫群众

增收年”两项活动；“3”是突出抓好防返贫监测帮扶、增

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乡村建设三项重

点；“4”是提升“4+1”督查考核、“季度”现场推进会等

四项机制。

具体来说，今年市乡村振兴系统将做好“五个着

力”：着力守住底线，强化监测帮扶；着力促进增收，强

化产业就业；着力加快发展，强化重点帮扶；着力扮靓乡

村，强化乡村建设；着力提升质效，强化工作保障。

从这“五个着力”中，记者注意到，我市乡村振兴系

统将开展“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加大有组织劳务输

出力度，按升级、扶持、新建、调整“四个一批”促进帮

扶车间健康发展。

同时，我市也将支持脱贫县和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

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乡镇和村，加强资金、项目、政策等要

素支持。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坚持财力

可持续、农民可接受、规划可落地，硬件软件齐抓，以

“五千工程”为重要抓手，突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重点，

抓好农村改厕工作，巩固幸福屋场建设成果，集中力量办

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乡村建设实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我市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徐徐

展开。 （资料图 记者谭浩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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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崇山在瓜

果园采摘葡萄。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