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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产业振兴的路径很多，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成功案例的背后，都是因地制宜，找准了方向，做
出了特色。9月22日是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收获的内涵也正在丰富和扩宽。在这个充满希望的
金秋，本报特开设“兴业寻‘方’”栏目，挖掘一批株洲乡村找准产业发展方向的典型，挖掘其产业发展
背后感人的故事，以飨读者，提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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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海粟 刘晓聪

大片大片的绿藤蔓爬满田间，
下湾村烟薯即将迎来第二个丰收
年。9 月 21 日，攸县宁家坪镇下湾村
党总支书记谭又星迫不及待扒开皲
裂的土层，拽出挂在藤蔓根部的红
薯，“看这诱人的玫红色，细长又适中
的个头，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他笑着
说。

耕 地 细 碎 、土 质 沙 化 ，发 展 湘
莲、瓜蒌、中药材等产业又遭遇“滑
铁卢”，一度在迷失产业丛林的下湾
村，何以看见曙光？

“ 从 跟 风 热 门 到 另 辟 蹊 径 ，我
们在不断试错中调整方向，把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谭又星
一语道破秘诀所在。

去年，下湾村种植“山东烟薯”
180亩，实现总产值 150万元，带动村
集体经济增收 30 万元。今年，村里不
仅办起了“产业振兴车间”，还把“山
东烟薯”种植面积扩至 500亩，下湾烟
薯开启产业化之路。

跟风种植，产业黄了

“下湾村爱折腾！”谭又星毫不
避讳谈村里发展产业的决心。

早在 2020 年，村里就把闲置土
地流转起来，以低廉的租金吸引产
业项目落户。村里最先相中的，是瓜
蒌种植。

瓜蒌一身宝，一年投入可管五
年收益，瓜蒌子市场收购价一度达
到 20 元每公斤，种一亩瓜蒌剔除成
本，利润不低于 3000 元。并且，这是
一个在脱贫攻坚战中经受过“检阅”
的产业，尤其在醴陵、攸县一带种植
面积较大，还诞生过年销售额过千
万元的“头部企业”。

在县城从事汽车维修的村民洪亮
头一个响应，与村里 5名能人合伙办
起了瓜蒌种植合作社，投入资金 70万
元，整理土地、搭建棚架、引进种苗
……就在一切按部就班时，接连的几
场暴雨，将大伙的努力毁于一旦，即
使后来及时补种，但每况愈下的市
场行情，让洪亮没了继续的底气。

“光是人工工资，一年就要支付
四五万元。”57 岁的洪亮头发白了，
他指了指田间光秃秃的水泥棚架无
奈地说：“错过了红利期，再折腾也
是徒劳！”

村 党 总 支 副 书 记 陈 祖 华 不 死
心：既然市场行情不可控，那么发展

订单种植，把风险交给上游公司，能
否放手一搏？

也是在这一年，陈祖华牵头成
立下湾村新创合作社，种植 160 亩耐
旱抗冻的中药材迷迭香。当时，下湾
村以合作社牵头，与上游公司签订
产销协议，由公司开展技术指导，并
按照保底价回收。

等到田间香气弥漫，“谈好的订
单”却被一再压价，由每公斤 3 元降
至 1 元，甚至无人问津。陈祖华叹了
叹气：“当初草签的产销协议，到头
来成了一纸空文，因为上游公司也
要变着法子存活。”

好在接下来的湘莲种植和小龙
虾养殖，让下湾村有过短暂的甜蜜。

“下湾村多为丘水田，泥脚深，种湘莲
产量高，并且村内两条水渠自西向东
流，充足的水源适宜发展水产养殖。”
谭又星原本信心满满，但市场饱和加
上土地“非粮化”治理政策的出台，让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

试种新品，土地活了

万物土中生，做好土地文章无
非因地制宜。

去年 5 月，由市总工会、市红十
字会和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
司组成的市派驻村工作队进村后，
一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头
脑风暴”在村部展开，大伙把全市优

质农产品种养分布图摆上桌，挨个
分析对比。尽管会议没有取得一致
答案，但大伙认准了“一村一品”，一
个独属于下湾村的产品。

不久，工作队与省农科院专家
主动对接，邀请专家进村取水样、土
样到省里化验。专家分析后认为，下
湾村沙性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烟薯，
尤其是山东省烟台市农科院选育而
成的烟薯 25号产品。

一开始，谭又星心里并没底。尽
管山东烟薯肉质细腻、软糯香甜，在
薯类产品中价格仅次于紫薯，产品
利润高，全市也没有其它村成功种
植的先例，但万一这个外来品种水
土不服，岂不空欢喜一场。

村里决定拿出 180 亩荒地进行
试种，按照“合作社+村小组+农户”
的运作模式，统一种植管理，统一销
售发展经营。到了收获季节，村里又
集思广益，将旋耕机改成收获犁，采
收烟薯事半功倍。

“一亩地产量超过 1500 公斤，市
场收购价每公斤卖到了 4 元钱。”谭
又星喜出望外，去年下湾村烟薯产
量达到 40 万公斤，算上热销期的高
价订单，总销售额超过 150 万元，下
湾村烟薯还被认定为攸县特色农产
品“一村一品”。

尝到了甜头的下湾村，干劲更
足了。一方面，村里通过合作社流转

土地集中种植，各村小组盘活土地
引导农户自愿种植，将烟薯种植面
积扩至 500 余亩；另一方面村里筹集
资金兴建“产业振兴车间”，对合作
社种植的烟薯进行深加工，制作粉
丝、粉皮，延长烟薯增收链。

道穗低垂、禾香阵阵，穿过一排
排青砖蓝瓦的民居，记者日前走进
下湾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地，只
见田间绿叶缱绻，一抹抹淡雅的褐
色点缀其间。

“那是叶片传递的信息，烟薯该
收获啦。”看着山东烟薯实现本土化
种植，谭又星坦言，试种新品种，让
产业有奔头，让土地有活力。

一旁的市派驻村工作队队长汪
爱国补充道：“走过了弯路，看清了得
失，发展乡村产业不会一蹴而就，盲
目跟风不可取，人无我有才是关键！”

敢于试错
赢得先机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道理简单，
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

近年来，全市各地围绕“一村一
品”“一村多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有过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尝试。比如，炎陵
黄桃、白关丝瓜、王十万黄辣椒等优
势农产品，在辐射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方面展现出了强劲动力。

但也应该看到，在此过程种还
有一批曾经风头无两的农业项目，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度褪去了
光环，甚至销声匿迹。真正有生命
力的、能够长期立于风口释放红利
的产业项目，其实凤毛麟角。

醉过才知酒浓，经历过更懂艰
辛。地处偏远的下湾村，资金、资源、
技术、信息等都不具备优势，也在一
次次的产业选择中跌倒过，但不服输
的下湾人总是勇于尝试，坚信土地不
会辜负每一个勤劳的人，并最终找到
了适合自身的产业发展路径。

由此可见，发展乡村产业要敢于
试错。因为试错考验的是胆识、得到的
是成长，如果能带着教育和反思爬起
来，错误就会成为课堂，产业发展才能
拨开迷雾见曙光。

从“跟风”到“抢跑”
——攸县宁家坪镇下湾村产业发展观察

汪爱国、谭又星、陈祖华（从左至右）三人查看烟薯生长情况。记者/王军 摄

记者 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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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刘艺锋） 日前，渌口区举
行“当杨得志将军那样的兵——2024
年下半年‘欢送新兵、欢迎老兵’暨集
中送喜报”大会。

与以往不同，今年的新兵欢送仪
式在渌口区五中体育馆举行。会上，50
名新兵身披绶带、胸戴红花，集体庄严
宣誓，表达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的决心和信心。杨得志上将之子杨建
华将军通过视频寄语新兵牢记使命、
不畏艰难、立志成才。现场，近千名中
学生观看仪式，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国
防教育。

当天，该区为立功优秀军人家庭
颁发牌匾、送喜报，并为新兵家属代表
发放光荣军属牌。入伍新兵、返乡老
兵、优秀退役军人代表上台发言。张云
峰退役后回到家乡，发起并成立了渌
口区博爱志愿者联合会，10多年来，他
带领团队打造了环卫工人驿站、共享
厨房、慈善超市等多个公益项目。

近年来，渌口区锚定“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重的人”工作目标，着力构建
军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新模式。该
区建立健全辖区现役军属联系沟通、
服务保障机制，5 年来，共为 48 名退役
军人、12 名军属、8 名现役部队官兵子
女解决工作、入学、入园事项。聚焦退
役军人实际困难，实行“一人一策、精
准帮扶”，近 3 年共帮扶援助 3112 人
次，解决问题 300余个。

同时，该区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
与征地拆迁、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综
治维稳等工作，建起“带头致富示范
队、维护稳定巡逻队、老兵党员先锋
队、主动服务志愿队、抢险救灾应急
队”五支老兵队伍，让退役军人施展才
华、发挥作用。目前，该区由退役军人
创办的企业超过 100家，任职村（社区）

“两委”干部的退役军人达 60 名，退役
军人这一群体正逐步成为渌口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渌口区
构建军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模式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叶素 陈爽） 9月 20日，茶
陵县乡村振兴“就业帮扶”暨园区企业

“送解优”现场招聘会在犀城广场举
行，吸引了不少高校毕业生及其家长
前来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当天，共有
34 家企业参加招聘会，提供 482 个优
质岗位，涵盖服装服饰、电子加工、汽
车配件制造等多个行业，现场初步达
成求职意向 71人。

招聘会现场，求职者在展位前认
真了解企业用工信息、薪资福利等内
容，并结合自身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方

向，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工作人员耐
心答疑解惑，提供暖心服务。“我们企
业生产线扩增，产品也在迭代更新，急
需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这
次招聘已与不少人达成就业意向。”湖
南华耘电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为落实“两重”“两新”送解优专项
行动，9月以来，茶陵县制定了《2024年
企业帮扶专项行动方案》，并在园区开
展十大帮扶专项行动。此次招聘会由
茶陵经开区和茶陵县人社局主办，各
乡镇（街道）、普技劳务有限公司承办，
旨在缓解企业人才引进难。

茶陵：“送解忧”招聘帮企业解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项声羽 唐奎洲） 烈日当空，

“秋老虎”威力不减。9 月 18 日，炎陵
县策源乡茂密的山林里，几名戴着红
袖筒的护林员，正分头翻山越岭进行
巡林，成为秋日山林间一道道流动风
景线。

炎陵县有林地面积 173164 公顷，

森林覆盖率 83.49%，居全省各县市区
之首。近年来，该县成立县林长制工作
委员会，设立县、乡、村三级林长。实行
加强督促指导、规范选聘程序、完善奖
惩机制、加强岗位培训、强化后勤保障、

建立通报制度的“六措施”，将制止乱采
滥伐、预防森林火灾的责任落实到山
头、林间、地块，落实到领导干部和 435
名护林员头上。

该县采取“县管、乡聘、村用”的办

法，采取集中培训和分片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对全县 400 多名生态护林员进行
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岗位职责、131 火
情热点核查、巡护 App正确使用等方面
的系统培训，有效提升了护林员的素质
和责任意识，使得全县连续 20 年未发
生一起较大以上森林火灾，乱砍滥伐、
乱采滥挖现象也明显减少。

炎陵“六措施”锻造护林“铁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王雨喧 曾俊敏） 9 月 20
日，在渌口区古岳峰镇白壁村李家老
屋组的集中供水站，黑、黄瓷砖贴面的
实砌墙体朴素大气，“吃水不忘挖井人”
7个大字格外醒目，不时有村民担着水
桶、提着水箱前来接水。

村民唐志武的家中曾只有一口 6
米多的浅水井，水井出水量不大，每逢
干旱时节，他每周会开车来村里的集
中供水站接一两次水，以满足家中煮
饭、饮用等基本用水需求。

古岳峰镇因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末
端，常年季节性缺水，过去，一到旱季，
村民就只能靠镇村干部送水，“喝水
难”成了当地人的一大“心病”。

为回应群众呼声，去年初，在古岳
峰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经镇人大代表票决，全票赞成通过
将分散式集中供水站建设纳入 2023年
民生实事项目，在全镇 11 个村找水
源、打深井。目前，该镇已经建成 26 处
分散式集中供水站，上万村民喝上放
心水。

群众提、代表定、政府办。2019年，
渌口区在全省率先实施区镇两级民生
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6 年来，共票决
出 60 个区级、172 个镇级民生实事事
项，内容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
会 事 业 等 ，推 动 一 批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的 民 生 实 事 在 渌 口 落 地 落 实 ，实 现

“票”在人民手中、“决”到群众心中。

渌口区：
“票决制”解决群众“烦心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彭亮霞 陈伟源） 9 月 19 日，
攸县黄丰桥镇举办第一届“农商行杯”
湘赣边“村 BA”男子篮球联赛暨黄丰
桥镇文化旅游节，并集中展示该镇特
色农产品。

在 农 产 品 展 示 区 ，该 镇 22 个 村
（社区）都带来了自己的特色农副产
品，有高山板栗、农家烟笋、土鸡蛋、火
焙鱼、猕猴桃、柏市醇等 60 余种特色
农产品。整个活动从 9 月 19 日持续到
10月 4日，为期 15天。

黄丰桥镇富头村曾是省级贫困
村，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发
展了猕猴桃、黄桃等特色产业。村里
脱 贫 后 ，这 些 产 业 成 为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和 村 民 双 增 收 、促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致 富 产 业 。这 次 黄 丰 桥 镇 举 办 文
化 旅 游 节 ，富 头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罗 华
德和村民将村里的猕猴桃带过来供
大家品尝。

近 年 来 ，黄 丰 桥 镇 发 展“ 一 村
一 品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和 文 旅 融 合
发展。

攸县黄丰桥镇：
“一村一品”赋能乡村振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陈欣） 近日，省植保研究
所联合茶陵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在舲舫乡舲舫村开展稻瘟病防治药剂
防效对比试验，为水稻管理开“良方”。

茶陵县是稻瘟病重发区，稻瘟病
号称水稻癌症，水稻一旦发病，轻则减
产，重则绝收。在舲舫村的稻田里，省
植保研究所和县农业局植保植检站的
专家们，正在试验田里检验稻田生长
情况，并随机抽取水稻样品带回实验
室进行测试。

试验田通过喷施 6 种不同药剂对

水稻稻瘟病的防效做比较试验，其中
喷 施 嗜 硫 小 红 卵 菌 HNI—1 防 治 效
果 最 为 明 显 ，不 仅 对 稻 瘟 病 防 效 突
出，而且对水稻纹枯病防效明显，还
具有壮苗增产作用，未来可大面积推
广应用。

试验田旁，不少种植大户闻讯赶
来，现场观摩。田中良好的实验效果，
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我们家种植的
水稻得了稻瘟病，很严重，导致绝收
了，今天看到田里实验效果这么好，对
未来种植更有信心啦。”种植户黄皇牛
欣喜地说。

省植保专家“田间问诊”保丰收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
建飞） 眼下，攸县中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
各地合作社、家庭农场、稻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
收割、晾晒稻谷。

在渌田镇江联村水稻种植基地，一簇簇沉
甸甸、金灿灿的稻穗铺满了稻田，稻浪摇曳，稻
香扑鼻。轰鸣的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粉
碎稻秆、装车，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稻
穗和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勾勒出一幅多彩的丰
收盛景。

今年，江联村经济合作社通过科企合作种
植优质高档水稻，水稻表现出优良的抗性且耐
高温，不仅单产水平提升，而且香味浓郁。“我们
村 200 亩试验田与省农大、省农科院、隆平高科
等合作，精选了玉针香、湘莲丝苗等 12 个高档
优质稻，产量上有保障，达到了提质增效。”江联
村党总支书记单晓华说。

近 几 年 ，江 联 村 充 分 发 挥 党 建 引 领 作
用，成立村级经济合作社，利用电商平台，采
用订单销售模式 ，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
管理、统一加工、统一包装销售，依托“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持续做强优质水稻
产业。

今年，攸县中稻种植面积 31.7万亩，预计总
产量达 20.5 万吨。目前，该县组织协调 400 余台
收割机全面展开秋收作业，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攸县31.7万亩中稻
迎收割季

醴陵：技术“上新”稻草“变金”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毅 通讯员/邓立平） 醴陵市林
林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中稻生产
基地日前迎来丰收，该合作社今
年使用半喂入式收割机，能基本
上 保 持 稻 秆 完 整 ，亩 均 增 收 超
330 元。

来到醴陵市茶山镇冷水村，
微风拂过，稻浪翻滚，空气中弥
漫着阵阵稻香。阳光下，半喂入
式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将壮
硕的稻穗揽入怀中，饱满的谷粒
钻入机仓，稻秆则整齐有序地铺
在田间。

“科学种田，才能越种越甜。”
该合作社今年种植水稻 1000 多
亩，其负责人廖喜林正在田边指
挥收割、装车，丰收的喜悦跃上眉
梢，“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合作
社水稻生产‘上新’的两项技术都
获得了成功。”廖喜林说。

品种选用上新。廖喜林介绍，
基地种植的低镉积累水稻新品种
臻两优 8612 普遍获得高产，亩产
较往年增加 50 公斤以上，且所产
稻谷镉含量极低。

收获方式上新。“相较于全喂

入式收割，半喂入式收割虽然速
度略慢，但综合效益更高。”廖喜
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其一，每亩
能产干稻草 200 多公斤，将其整
理好进行资源化处理，完整的稻
秆作为商品出售给工业企业作生

产辅助用料，细碎的稻秆卖给养
牛大户作饲料；其二，每亩稻田人
工“扎秆”需花费约 0.5个工日，日
工资 150 元，仅此一项，农户就可
从合作社挣得工资 8 万余元，实
现多方受益。

半喂入式收割机作业留下的一排排整齐的稻秆。通讯员/邓立平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晏翰成） 9月 20日，醴陵市文
史研究会揭牌成立。

醴陵市文史研究会由热爱文化
事业的政协委员、工艺美术大师、地
方作家、文学爱好者和热心史料工作
的编辑、研究员、撰稿员组成 ，通过
整合社会力量，推动醴陵文化资源的
研究、挖掘和开发利用，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

未来，该研究会将广泛团结和凝
聚各界文史研究力量，共同构建多元、
开放、活跃的文史研究生态，以期充分
挖掘当地的产业文化、农耕文化、民俗
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让千年文
明更加清晰展现，成为推动醴陵经济
社会发展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同
时积极发挥互联网、新媒体作用，不断
提升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众接
受度。

醴陵市文史研究会揭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