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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众志成城战暴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王建红 阳童

清明节前后，茶陵县遭遇暴雨，山体含水量严
重饱和，山体滑坡风险陡然增大，因部署早、发现
早、处置快，成功避险多起滑坡地质灾害，及时疏散
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闻“汛”而动，转移群众

4 月 2 日 23 时开始，暴雨来袭，2 小时累计雨量
达 100.5 毫米。次日凌晨 1 时，茶陵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电话呼叫思聪街道相关负责人，进行预警提醒。
随后，思聪街道组织干部冒雨深入地灾点、水库等
重点区域进行巡查。

凌晨 1时 30分许，街道、村干部在辉山社区居委
会、红桥村 17组、思聪村大兴 2组等地巡查时，发现 10
余栋房屋出现险情，向街道指挥部报告请求转移村民。

得到指挥部的指令后，干部们协助村民搬运贵
重财物，鼓励村民投靠就近亲属，安置部分村民暂居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天还没完全亮，受灾的 16 户 42
名群众全部转移完毕，无一人因灾受困，成功避险。

同样的行动的还发生在湖口、严塘、桃坑、下东
等乡镇街道，暴雨期间，茶陵县紧急转移安置 157

人，紧急转移避险 30人。

冲锋陷阵，清理塌方

这次暴雨来袭，山体滑坡成为主要自然灾害，
而受灾最严重的是桃坑乡。桃坑乡各村分布在东阳
湖周边的高山里，暴雨导致该乡道路出现塌方 100
余处，不少百姓被困家中。

4 月 3 日上午，桃坑乡干部奔赴救灾一线，巡逻
主要道路，在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区域挂好警示牌，
拉好警戒线。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该乡积极
组织各村开展自救，并调度挖掘机疏通塌方点。

截至 4 月 5 日，该乡 84 处严重塌方点基本被疏
通，保障车辆通行。该乡还启动了 24 小时值班制及
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
并统筹指挥后续道路清理工作。

据了解，此轮强降雨导致严塘、云阳等 5个乡镇
街道严重受灾，县城管局、县住建局、县自规局第一
时间组织力量开展排险除险工作。

此外，该县还积极开展城区排涝工作，在 4 月 3
日上午 6时许，紧急抢通积水主干道 3条，紧急封闭
因暴雨导致部分坍塌的 1 条道路，疏散因积水堵塞
的社会车辆 20余台，确保城区交通恢复畅通。

醴陵全力抢修水毁道路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毅 通讯员/汪晋 龙春林） 近日
受强降雨影响，省道 329 线 K18+
500出现大面积道路坍塌，交通中
断。醴陵市交通、公安交警等部门
联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调集机
械设备紧急抢修。4 月 8 日，记者
从该市交通事务中心获悉，预计
本月 25 日完成抢修工作，恢复道
路交通出行。

坍塌现场已设立警示牌，铲
车在围挡内，正加班加点开展清
理塌方土石作业。“受影响路长 50
米，塌方量约 1800 立方米。”该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坍塌时大雨
磅礴，而灾毁处临崖临河，一时间
河水倒灌而上，公路路基部分被
掏空，高压管线裸露，城市排污管
道井破损，道路随时可能出现垮
塌，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面对险情，该中心立即启动
防汛应急预案，派出技术人员，

携带机械设备赶赴现场，联合电
力、住建等部门联合处置险情。
其中，交通部门组织机械紧急挖
通泄洪口，引导雨水流入河中，
并用沙袋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
洪堤，减轻水流对路基的冲刷，
防止道路发生二次坍塌事故，还
派 出 养 护 专 员 24 小 时 轮 流 值
守，随时监测道路情况。电力部
门对埋设的高压线及时断电，并
对裸露的管线进行检测和恢复。
该市住建局派出排污队对排污
管道进行紧急处置，确保污水不
泄露。

为彻底消除隐患，尽早恢复
交通出行，该中心召集公路设计
部门、施工单位，拟定了修复方
案，对公路边坡设置护坡，对掏空
路基进行重筑。目前，灾毁现场倒
伏树木和塌方泥石流已全部清理
完毕，护坡基础已完工，正在进行
档土墙墙身建设。

“渌口·就业之家”
获评省“创新案例”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杨庆飞） 在
近日召开的全省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渌
口·就业之家”获评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创新案例”奖。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去年 5 月，渌口区在区人社局、
区行政审批局分别设置了 1个区级“就业之家”，在 8个镇分
别设置 1个镇级“就业之家”，为企业招工、群众就业提供专
业场地和优质服务。

“就业之家”设置就业接待、创业服务、就业宣传、就业培
训、直播带岗、零工市场六大功能区，并配备就业专员、指导
专员各一名，专职负责接待、指导和定期回访求职的群众。根
据企业类别、行业用工特点以及求职者就业意向，渌口区人
社局建立用人单位岗位合集和求职人员两个动态信息库，确
保精确收集、精准推送，并推行“首问负责制”“延伸到位制”
等，搭建“双选桥梁”，让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实现“双向奔赴”。

每周三上午，“就业之家”举行园区、小微企业、零工市
场等小型专场招聘会，区、镇、村（社区）三级就业服务专员
每天定时在“就业之家”“湘就业”、掌上渌口 APP、“幸福株
洲”各村（社区）微信群等平台发布企业招聘信息、职业技能
培训信息以及就业创业信息，帮助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

不到 1 年的时间，渌口区 10 个“就业之家”已帮助 1637
名求职者解决就业问题。后期，该区还将开发“渌口就业之
家”小程序，届时，求职者扫二维码即可线上登记求职信息，
自行选择应聘岗位，求职更加方便快捷。

银和瓷业
荣获“中国包装优秀品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刘新文） 日
前，湖南银和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和瓷业）传来好消
息，经过中国包装联合会专家团队的现场考察和评价，该公
司成功获评“中国包装优秀品牌”。

银和瓷业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以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陶瓷酒瓶为主导，出口异型注浆环保日用瓷为配套产
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省陶瓷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该公司
始终将“银和瓷瓶、彰显酒魂”产品理念、“精益求精、品质第
一”质量方针贯穿于每一个细节，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外观
专利等。其陶瓷酒瓶造型精美、品质优良，蕴含独特文化气
息，赢得了众多知名酒企青睐，将泸州老窖集团、习酒集团
等全国数百家酒企归入自己“朋友圈”。

“中国包装优秀品牌”评选，是由中国包装联合会牵头
举办的一项全国性行业评比，旨在促进包装行业内品牌的
积极发展以及打造包装行业品牌的良好榜样，拥有严格的
评审认定程序，在行业内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受到工业和信
息化部的认可。

花，也在过节。

3月 20日，第八届湘赣边桃花艺术文化节暨

船湾镇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在清水湾畔开幕，

竞相绽放的桃花勾勒出五彩缤纷的田园风光；3
月 23 日，茶陵县秩堂镇第十届油菜花节如期举

办，万亩金黄给大地调出色彩斑斓的姿态；3 月

28 日，炎陵县第九届桃花节在中村瑶族乡平乐

村拉开帷幕，桃花、美食、民俗引得游客纷至沓

来……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类“花节”，将株洲县域

花卉产业优势摆在聚光灯下，越来越多的“赏花流

量”变成了“经济增量”。据文旅部门统计，清明假

期我市累计接待游客 26.9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0.5%，亮眼的数字背后，“花经济”贡献不小。

县域“花经济”，如何玩出新花样？

“花田喜事”竞春光

3月底，气温回暖，车沿平汝高速南下，一路

繁花相迎，满目枝繁叶茂。

攸县丫江桥镇仙石村蓝莓园，一株株蓝莓

树整齐排列，枝头挂满了洁白如雪的花朵，如同

一串一串的小铃铛，随风舞动身姿。“3年期的树

龄，花开得比去年多。”仙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文金生，一边引导游客拍照取景，一边揭

开地膜给树苗透气。

2021 年，村里从浙江引进了“蓝美一号”种

植，建设了 60 亩蓝莓釆摘基地。经过两年的培

育，蓝莓树慢慢长大，到了盛花期，枝条上一簇

簇花蕾带着浅浅的红色，宛如一个个穿着薄如

蝉翼蓬蓬裙的小姑娘立在枝头，吸引着一波波

游客前来打卡。

茶陵县秩堂镇马吉村，映入眼帘的全是金

黄色的花海，与蓝天白云相得益彰，浓浓春韵扑

面而来。花田里，不少游客穿梭其中，或拍照留

念，或追赶蝴蝶，欢声笑语不断传来。除了游客，

还有不少身着古装、或旗袍的网红在花田打卡

拍照，拍摄短视频推介秩堂镇。

“我们集中种植油菜面积 1 万余亩，近几年

更是依托油菜花节提升了知名度，成了远近闻

名的省级旅游名镇、省经典文化村镇。”秩堂镇

党委书记丁攸平告诉记者，该镇还被评为“湖南

省十大最美油菜花乡村旅游点”。

繁花不仅在盛开在田园，更在乡村山头尽

情绽放。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是远近闻名的

“桃花村”，春日里漫山遍野的桃花肆意开放，绵

延成十里花海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此“打

卡”，共赴春天的“桃花之约”。

近几年，炎陵黄桃声名鹊起，全县黄桃种植

面积 9.6万亩，6万余人参与上下游产业链，成为

乡村振兴的主打产业，炎陵被誉为“中国优质黄

桃之乡”。桃林里的“赏花经济”，也通过“产业+
旅游”模式，让村民收获了一波“美丽流量”。

一花独放不是春，炎陵的“云锦杜鹃”、茶陵

的“茶乡花海”、攸县的“万亩油桐”等，纷纷在阳

春三月迎来“花田喜事”。据介绍，近年来，各县

市着眼于以花为媒、以花兴农，立足花卉资源优

势发展“花经济”，布局多元产业，打造文旅融合

新亮点，越来越多的乡野繁花尽情绽放。

丰富业态“添花样”

4月 8日，天气放晴，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

村桃农邓石茂送走最后一批游客，开始修缮早

几日被游客踩得移了位置的青石砖。

5年前，他与村民成立黄桃种植合作社，后来

又办起农家乐。“桃花一开，游客络绎不绝，生意跟

着火爆。”他告诉记者，这几年大伙都在桃树下琢

磨增收，尤其是在赏花高峰期，村里日均游客高达

上万人，带动了村里农家乐，农村土特产的热销。

然而，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阵阵花

香散去，赏花经济普遍存在难以持续的问题。

“桃花的盛花期只有 20 天左右，若温度持续升

高，则花期更短。”邓石茂坦言，“花落人走”也是

接下来村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花期有限是难以打破的自然规律，以花为媒

举办节会，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交流、设置不受花期

限制的特色旅游项目等，成为破解“昙花一现”的

重要思路。记者在各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早已意

识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注重借花聚集人气。

比如，炎陵县从 2016 年开始每年举办桃花

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发黄桃周边的旅游

新产品、旅游新场景，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我们在霞阳镇、十都镇、中村瑶族乡、下村

乡等黄桃主产地，设置不同时期最美桃园网红

打卡点，并推出情定桃园联谊、客家非遗歌舞美

食、瑶乡风情展演、桃林踏春放纸鸢等文化活

动，解锁更多的新花样。”炎陵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县打出“特字牌”、挖掘

“独字号”，努力丰富特色旅游产品，以提高赏花

游黏性，吸引游客延长驻留时间。

以花为媒，茶陵县油菜花节融入生态旅游观

光、民俗风情体验、农业特色展览和健身娱乐休

闲，通过举办“湘赣边龙王争霸赛”“花田之声乡

村音乐互动秀”“祖庵家菜长龙宴”“湘赣红农产

品消费市”等活动，想方设法延伸乡村旅游业态。

醴陵桃花节推出“桃花仙子汉服旅拍”“桃

花秘境飞行之旅”等主题活动，让游客“桃”醉其

中。同时，还有桃花酥、桃花酿、桃花鸡等桃花伴

手礼和特色文创、乡创产品齐齐亮相，由特色摊

位串联起千古桃花市集。

攸县梧桐花节则依托酒仙湖景区，精心安排了

桐花祈福大典、千人绘桐花、环湖健步行、仙湖奇缘

交友等多个活动，深度挖掘油桐花文化内涵，提升

“油桐花”节事品牌，打响“来攸县·享悠闲”旅游品

牌，打造长株潭周边一站式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通过创新举办多样的赏花活动，不仅丰富

文旅业态，也拉长产业链条，推动美丽经济的繁

荣。”市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花经济”如何玩出新花样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晓聪 黄星

炎陵春日桃花灼灼。 株洲日报通讯员/邓彬 摄

炎陵举办鸟类生态摄影活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周新文 卓玲）

春回大地，各种飞鸟变得异常活跃，千姿百态，成群结队，

蔚为壮观。4 月 1 日，炎陵县桃源洞自然保护区，30 余名摄

影爱好者们在山野架起“长枪短炮”，用镜头捕捉这些精

灵的美丽瞬间。当天，该县在这里启动“爱鸟周”、鸟类生

态摄影活动。

当天的活动吸引了 3000多名观众前来观看，工作人员现

场介绍县内常见鸟种以及外形识别、生活习性、分布地域、生

存现状等知识。发放了2000多份宣传手册，宣读爱鸟护鸟倡议

书，进一步提高人们对鸟类保护的认识。其间，还举办了观鸟、

摄鸟、识鸟等比赛活动，分别决胜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

1 日至 3 日，这些摄影爱好者们先后来到大院农场、神

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千年鸟道——梨树洲风景区等地，守候

追踪拍摄飞鸟的美丽身姿。对调查、挖掘保护区的鸟类资

源，推广观鸟旅游，传播生态文明知识，提升人们爱鸟意识，

推动公众参与珍稀濒危鸟类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茶厂里，宏图村党委书记谢西武（右）正在摊青。 茶园里，工人展示刚采摘的茶叶。 记者/邹怡敏 摄

4月 8日，天空放晴，渌口区淦田镇宏图村

鲇鱼山，一行行错落有致的茶树抽出柔嫩的

新芽，一个个或挎着竹篓或腰间系着袋子的

采茶工，在一片青翠间穿梭忙碌，十指翻飞。

“采茶的时候手要往上提，一定不能用指

甲掐。”连绵的春雨让土地变得很泥泞，宏图

村党委书记谢西武却走得飞快，他一边察看

春茶长势，一边哑着嗓子向工人反复叮嘱道。

白天接送采茶工、管理茶园、跑销路，晚

上熬夜炒茶，谢西武的头发有些乱，眼里也有

不少红血丝，但精神头却很足。清明前到谷

雨，正是采茶旺季，也是宏图村村集体发展茶

产业的第一次试水，谢西武必须拼尽全力。

鲇鱼山现有茶园面积 500余亩，上世纪 70
年代，一批知青下乡来到鲇鱼山，与当地村民

一道将这片山头开垦出来，种下一株株从福鼎

引进的茶树。这里生态环境好、土壤肥沃，茶树

极少生病虫害。“那时茶场可热闹了，村民集

体采茶，产量最高的一年有 6000 公斤左右。”

今年 81岁的老村书记易湘万回忆起这段光辉

岁月，眼睛都变得亮晶晶的，他介绍，鲇鱼山

茶场当年颇有名气，生产的茶叶也很受欢迎。

后来，村里将茶园承包了出去，近些年，

承包商因资金问题，合同无法履约，2022 年，

村里商量后决定将茶园收回来。

收回来，是继续寻觅承包商，还是由村集

体打理？谢西武与村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

们缺乏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开始还是倾

向于找新的承包商，毕竟风险小一些。”谢西

武坦言。然而，茶园闲置了快一年，也没有遇

到合适人选。

宏图村由 3 个村合并而来，地理位置较

为偏远，距离株洲市区有 1小时 20分钟车程，

700 余名常住村民也多为老人，虽然村集体

经济收入一年有 10万元左右，但收入来源基

本靠租金，并不稳固，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

济迫在眉睫。

一次外出学习，让谢西武坚定了信心。去

年 10 月，渌口区组织区、镇、村干部走进浙

江，实地考察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在安吉县

黄杜村，看着茶垄整齐排列，如景区般漂亮的

万亩茶园，听着“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

故事，谢西武被深深震撼，也被深深鼓舞。

得到启发的他，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召

开村民会议、小组会议，剖析宏图村发展茶产

业的优势与潜力，并把鲇鱼山茶园设为“千万

工程”实践基地，希望重振茶产业。

因承包商疏于管理，茶园长出了很多杂

草、细笋，村里买来微型翻耕机，初步整理出

100 余亩较为规整的茶垄。谢西武与村党委

副书记易乐山、村委委员侯剑等，到湘西、湘

潭、醴陵等地学习制茶技术，又请了一个专职

技术人员，在茶叶加工厂指导。

“每天摘了多少茶叶必须都炒制好，不然

过了一天，茶叶就废了。”谢西武介绍，这段时

间，他和村干部们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有时

甚至熬通宵。“第一晚炒茶，我总共就眯了几

分钟。”谢西武回忆，看着热水冲泡后，茶叶竖

着上下浮动，香气四溢，成功的喜悦让他睡意

全无，信心倍增，“简直比当年生孩子还激

动。”他笑着说。

这段时间，茶园每天都有几十名采茶工，

不仅有本村的，还有龙门镇的和醴陵的，工人

每天平均工资有 90元左右，有效带动了周边

群众就近增收。谢西武和村干部们四处跑销

路，也收获了好几个订单，“今年春茶预计可

以采摘 1500 公斤，我们稳扎稳打，希望茶产

业在未来大展宏图。”谢西武说。

小茶叶展“宏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