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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时代水环境治理、
管理和保护的新要求新特点，
石峰区积极探索构建人防、技
防、协防、工防“四防”联动的运
行机制，打造精准化、精细化、
精品化“三精”并举的创新经
验，辖区河湖管护能力提效提
质，水生态环境持续向美向优。

湘江石峰段水质持续保持
或优于国家Ⅱ类标准，饮用水
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区污
水处理厂产生污泥无害化处置
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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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渌口区130万尾鱼苗跃入湘江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

张瑞璇） 9月 13日，渌口区在龙船镇梅山村湘

江渡口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共计投放鱼苗 130
万尾，其中青、草、鲢、鳙苗

种规格5厘米以上的120万

尾，光倒刺鲃苗种规格在

10厘米以上的10万尾。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有序地将一尾尾鱼苗投

放到河流中，鱼儿尽情畅

游碧波之中，泛起层层涟

漪，为河流增添新的生机

与活力。

位于渌口区的湘江株

洲段鲴类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总面积超过

2000 公顷，包含湘江干流

自王十万至渌口象石、支

流渌水自仙井乡至渌口镇

关口的区域，主要对细鳞

斜颌鲴、黄尾密鲴、圆吻

鲴、银鲴等四种鲴鱼繁育进行保护。近年来，

该区持续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以补充渔

业资源，改善湘江水域生态环境。

持续擦亮石峰河长制创新品牌
保护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既需要全面施策、全力推动，也离不开每个

人的坚持与努力。

近年来，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共同发力，

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进行治水，水

环境质量实现了显著改善。河湖治理的成

功，后续维护至关重要。石峰区构建了“四

防”联动机制，整合更多资源，形成强大的

合力，从而提升了河湖管护的效率。尤其在

人防方面，注重激发基层力量，发挥群众和

志愿者的积极性，营造了生态环保齐抓共

管、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珍视生态”，维护每一条河、每

一个湖，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我们不仅要

提升环保意识，积极践行环保理念，更要身

体力行、持之以恒，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传播

者和践行者，永久维护好样板河湖创建的

宝贵成果。

当前，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重心正

在从单一的污染治理，向水资源、水生态和

水环境等流域要素的系统治理转变。这不

仅要继续发挥河长制的统筹协调作用，还

需通过“河长制+”的创新模式，围绕城市

高质量发展和民众美好生活的需求，打造

更多生态、生活与生产融合的成果，使辖区

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成为人民幸福生活

的增长点，同时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支撑。

石峰区“三精”并进的举措，体现了现代

化河湖管护的整体思维，是从更高的视角进

行考量和规划，既有对标落实的规定动作，

也有创新提升的自选动作。这些举措展示了

该区落实河长制的具体成效，不仅提高了水

环境质量，还促进了产业绿色转型和乡村振

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为

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四防联动 三精并进
——石峰区探索“4+3”现代化河湖管护模式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苏璐 刘岭

“四防”联动让管护提档增效
守好“一江三港十三水库”，石峰区总河长带

头，各级河长定期履行巡河职责，今年以来解决各

类问题 21余个。

行政河长、河道警长、检察长“三长”联动，河

长制志愿者共同参与，对辖区的河湖库开展“四

乱”整治，发现并解决一般性问题 7处。

“民间河长”“企业河长”“校园河长”“河小青”

发挥各自力量，将河长制的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

掀起全民治水热潮。

“要我护”转变为“我要护”，群众从旁观者变

成了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治水满意

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人防夯基的基础上，石峰区突出智防赋能。

新增 56组独立存储、专网专线的球体监控设

备，建设出全覆盖可视化智慧河湖监控系统，使得

河湖管护更加智慧。

行走在江边，随处可见的 360°旋转的高清摄

像头，日常监控全流域河道范围内的情况，特别是

进入汛期后，对各水库及河流沿线水位进行实时

监控，第一时间掌握雨情汛情。

“智慧河湖”监控系统是依托网格化信息平

台，由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统一整理河湖问题，

区河长办安排专人定期参与监控轮值，实时掌握

河湖动态，让河湖污染无所遁形。

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

理思想，该区科学制定“一河一策”“一河一档”，统

筹推进水底、水面、水岸“三位一体”协同治理，上

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市与乡村同步管护，确保

生态河道全面向好。

“五员”“三长”协同联防，实现管护的“无缝对

接”，各河委会成员单位协调联动，筑牢一级水源

地保护区水生态环境安全网。

工防是守护河湖安澜的屏障，该区31处农田水

利工程已全部完成。专业人员定期对全区江堤、水库

坝体白蚁危害进行打孔灌药、设置防蚁隔离沟等措

施，及时消除工程隐患。各级水利部门储备 150余万

元的各类防汛抢险物资，确保急时能用、急时管用。

通过构建“四防”联动机制，全区水环境质量

稳步提升。

“三精”并进绣出河湖新画卷
下足河湖管理“绣花”功夫，石峰区把河长制

工作向纵深推进，落实落细河长制重点工作“百日

攻坚”行动工作，绣出“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

和”的石峰河湖幸福画卷。

“绣花”要心中有图，精准管理——

一方面，全力狠抓中央环保督查涉河涉水 4个

交办件的整改销号工作，目前已经全部完成任务销

号；另一方面，落实省、市综合组会议精神，各河委会

成员单位任务分工，责任明确、全力攻坚。

从水到岸系统治理，严厉打击非法捕鱼，石峰区共

查处非法电鱼、捕鱼案件8件，涉案人员10人，并责令增

殖放流1.5万余尾鱼苗，劝导垂钓人员120余人，收缴

钓具40余副；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攻坚行动，有效管

控入河污染物排放，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

该区加快推进美丽石峰建设，其中启动 26万

平方米的清水塘城市公园（含清水湖）的绿化、道

路建设，完成 14万平方米清水湖建设工程及相关

净化、防汛一体的附属工程。

“绣花”要精益求精，精细落实——

石峰区持续推进清水塘环境治理，全面实施重金

属土壤修复，启动厂区内污染场地治理，基本完成30
万吨遗留残渣废液处置，建设霞湾等4条生态景观带。

分段截流，实施田心干渠 9.7 公里整治工程，

打造贯穿全区 4 个街道的最美水系；建成茅太新

村主水渠样板河工程。

完成新民路主排渠 6.5公里黑臭水体整治；完

成湘氮一区等 60多个小区的雨污分流；建成农村

集中式污水处理场所 18处，完成分散式污水处理

900余户，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问题基本消除。

“绣花”要善做善成，精品创建——

石峰区以河长制创新年为契机，打造河长制

工作创新样板，做实“河长制+产业”的融合文章，

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升级。

清水塘片区在完成冶化产业退出后，在新产业

导入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成功引进科技文化

未来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落户

注册新业态企业 727家。田心片区紧盯轨道交通产

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企业生

产工艺全面升级换代，有力推进了园区减污降排。

“河长制+乡村振兴”不仅让群众享受到“绿

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福利，还收获借水兴旺的新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红利。

打造现代化水环境治理的智慧河湖体系，用

制度稳步推进人防建设，依托网格平台，融入更多

的科技元素，形成“1+1”大于 2的效益。

记者 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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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龙匣村露营。记者/陈洲平 摄

“趣”村游 热“出圈”
一场活动解码茶陵做强乡村文旅产业的秘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陈征 阳童

国庆长假将至，外出旅游又将迎来
高峰，各景区的“引流”活动层出不穷，
茶陵县高陇镇龙匣村也在摩拳擦掌。

荷趣露营基地里，各种音响、灯光等
设备有序进场，一批批网红陆续赶来，在
专业公司组织下进行推广宣传……

乡村游成为当今旅游业的“新宠”。
今年，茶陵县将“趣”村游作为推进乡村
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龙匣村更是
频频“出圈”。

伴随着农家乐等初级乡村旅游产
品 的 退 潮 ，乡 村 旅 游 如 今 进 入“下 半
场”，如何长久保持热度，留住流量？去
龙匣村看看，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新业态让乡村游热火朝天

8 月 9 日，坐拥千亩荷塘的龙匣村
里，一场“趣”村游·2024“荷美”乡村游活
动，吸引游客纷纷涌入，共赴一场“乡村
DJ”的邀约。当晚，数千人随着 DJ音乐的
节奏，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感受“东阳
故里”的独特魅力。

以往乡村游，常常是开局热后面冷，
而龙匣村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随着青年交
友联谊、“青春草坪音乐会”、荷趣营地
BBQ等活动相继开展，前四天，游客接待
量日均破万人次，此后来客仍络绎不绝。

龙匣村乡村游热度不减，原因何
在？就一个字——趣。

传统的乡村旅游，往往是“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这
种模式缺乏趣味性、个性化、互动性等，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越来越低。

“乡村游要‘出圈’，就要充分发挥
文旅产品的差异性。”茶陵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李甜甜介绍，随着国内市场消

费升级，乡村文旅“下半场”要有新产
品、新业态、新场景，才能为游客提供优
质产品和服务，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新业态正是茶陵“趣”村游“出圈”
的关键。其实，不止是龙匣村，近年来，
茶陵不少乡村都在探索文旅新业态，期
望实现文旅产业“出圈”。暑假期间，卧
龙村的漂流活动接待游客近 10万人次，
旅游收入上百万元；桃坑乡春风村、夏
乐村开发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特色民宿
游，住房一度供不应求。

有特色让乡村游热度不减

荷花、民宿、露营、农产品集市等元

素在如今的乡村游中并不少见，一时的

活动让“流量”巨增，但如何将“流量”变

“留量”，却成为乡村旅游的难题。

避免昙花一现，关键在于擦亮特色

品牌。

到卧龙村体验客家文化，去湾里村

参观红色景点，来龙匣村感受“东阳文

化”“茶陵诗派”的魅力……这些乡村游

持续火爆的背后，是有特色活动加持。

以“东阳文化”为核心的龙匣文旅，

在这个夏天“诗意盎然”。“趣”村游活动
中，悬挂着茶陵诗派诗句的荷塘凉亭，
成为打卡热点；扮演“李东阳”等文人骚
客的 NPC 频频与游客互动，引来阵阵
欢呼。8月下旬，一个东阳文化研学旅游
团来此，“团员”们效仿古人，在荷塘、山
溪边吟诗作对。

以农耕文化、客家文化为主要“卖
点”的卧龙村，今年暑假，除了漂流外，
超 6 成的收入来源于客家民宿、农耕文
化等体验活动，游客们尝客家菜、住特
色民宿、采蔬果、捉泥鳅，乐不思归。

以红色文化为特色湾里村，因沉浸
式互动表演，成为游客打卡游玩点。走在
复古的“红军街”上，身着红军服的人比比
皆是，分不清哪个是游客，哪个是NPC。

得益于对本土特色山水和文化资源
的深度挖掘，如今茶陵正将乡村的文化传
统、特色建筑、田园风光、红色历史等文旅
IP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打造特色品牌，
用不可复制的历史和文化留住游客。

市场化让乡村游热力十足

9 月 25 日傍晚，龙匣村荷趣露营基

地里热闹非凡，数顶露营帐篷旁，烧烤

架正在炙烤着美食，游客们或畅饮聊

天、或放声高歌。而不远处的东阳文化

长廊旁，村民李秋华正在自家民宿楼

下，为房客烹饪晚餐。

满满的“烟火气”，是龙匣村“趣”村

游的另一大特色，也是应对市场的重要

法宝。“这是我们文旅发展新定位，引

流、包装、活动，都有专业指导和服务，

让乡村文旅贴近百姓需求。”该村东阳

山庄负责人彭金文说。

而彭金文提到的专业指导，来源于

湖南爱侣行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爱侣行）。今年 8 月初，为更好地

开展“趣”村游活动，茶陵县首次尝试文

旅活动“去行政化”，引导龙匣村致富能

人彭金文与爱侣行签订为期一年的运

营合同，引入市场化力量运营该村文旅

活动。

同时，龙匣村还动员村民与爱侣行

合作，共同参与为期 3 个月的“趣”村游

活动，开创了“乡贤牵头、百姓参与、政

府协助”的新模式，各场所基础设施由

百姓自发投入，引入专业团队市场化运

营活动。

实践证明，这种新模式是成功的。

近 2 个月，爱侣行负责活动策划、组织、

包装以及游客引流，而村民们负责场所

提供、环境维护和相关服务保障，各司

其职，游客源源不断，口碑节节攀升。

“乡村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

但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更应遵循市场规

律，由市场来推动。”茶陵县文化旅游广

电 体 育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去 行 政

化”，并非是指不要政府行政力量的介

入，而是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变政

府单一投入为多元投入等，为乡村旅游

发展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让市场经济为

茶陵“趣”村游带来生机。

县市新闻头条冠名

渌口区：中稻飘香收割忙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张仪 郭璋）眼下，渌口
区中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种植户抢
抓晴好天气，采用机械化作业，大幅
提高收割效率，确保颗粒归仓。

9月 25日上午，在南洲镇洪桥
村，一簇簇饱满的稻穗铺满了稻
田，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稻谷的清
香，收割机来回穿梭，驰骋田间收
割，伴随着阵阵轰鸣声，稻穗经过
卷入、脱粒、碎秆等工序后收入机
舱，并通过自动化管道，直接输送
到运粮车上。

种粮大户彭铁军介绍，机械收
割比人工收割省了 1/4 的时间，节
省了 1/4的钱，而且降低了损耗率，
提高了产量和产值。去年，彭铁军
试 种 镉 低 积 累 水 稻 品 种 臻 两 优
8612，发现产量优势明显，今年他
便将 80 余亩稻田全部种上了臻两

优 8612。“今年中稻长势好，预测每
亩可出 600 公斤干谷，产量比往年
提高 15%至 20%。”彭铁军说。

在中稻成熟前，南洲镇农技人
员组织种粮大户开展农机农具维
护，有效保障了中稻收割顺利进
行。“镇里按照‘应种尽种’‘全域低
镉’的思路，中稻主要是种植低镉
水稻，不仅保障了粮食生产、粮食
安全，还助农增产增收。”南洲镇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蜀鹏介绍。

近年来，渌口区严守耕地红线
不动摇，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全域推广镉低积累水稻
品种种植，同时，强化技术指导和服
务保障，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保障粮食安全。今年，该区种植
中稻14.5万亩，其中镉低积累水稻6
万余亩。目前收割进度达 60%以上，
预计10月初可全部完成收割。

渌口区：爱我国防“声”入人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张仪） 9 月 20 日，渌口
区举行“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
来自全区各中小学的 12 组选手齐
聚一堂，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和真挚
动人的情感，共同表达对国防事业
的热爱与支持。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紧围
绕演讲主题，结合亲身经历和独到
的见解，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
例和饱满的热情，讲述了一系列振
奋人心的故事，抒发自己对国防建
设的理解感悟，表达对祖国繁荣昌
盛的美好祝愿。

近年来，渌口区军地携手，持续

深耕国防教育园地。成立由抗美援
朝老兵、市“最美退役军人”为主体
的红色宣讲团，定期进学校开展国
防教育；引导辖区学校建立国防教
育长效机制，从新生入学军训开始，
全学程开展国防教育。近 5年，该区
适龄青年应征入伍年均超100名。

为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该区率
先开通株洲市首批双拥示范车，区人
武部会同区交通局将 7路、T7路、1
路、2路公交车打造成“青春渌口——
双拥号”国防教育公交专线。车身喷
涂双拥主题宣传画，车内展示国防教
育文化内容，张贴双拥主题宣传标
语，让国防教育与市民“零距离”接触。

醴陵颁发首张居住权登记证明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黄千 何菁琳）“没想到这
么顺利，仅半个小时就办好了。”日
前，市民邓先生在醴陵市市民中心不
动产登记窗口领到了不动产居住权
登记证明，高兴地表示，“有了这张证
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实施后，醴陵市颁发的首张居
住权登记证明。

该房屋是沈女士婚前财产，居住

权人邓先生为保障自己的居住权益，
与沈女士协商后申请该房屋的居住
权登记。双方携带相关申请资料，在不
动产登记窗口顺利办理了该项业务。

居住权是指权利人为了满足
生活居住的需要，按照合同约定或
遗嘱，在他人享有所有权的住宅之
上设立的占有、使用该住宅的权
利。开展居住权登记，旨在解决“房
子不归我，但我却能住”的问题，属
于新增的一种用益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