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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杨梅产量是

去年的两倍，产量可能超

过1600吨，谁曾想错过了

端午节这个销售旺季，再

加之外地杨梅对市场的冲

击，造成我们镇1600吨杨

梅滞销，现在镇政府正想

方设法为果农找销路，希

望能最大限度减少果农的

损失。”6月9日，邵东县流

泽镇镇长唐伟军介绍，该

镇近 6000 亩杨梅陆续成

熟上市，销路梗塞让1900

余户果农愁坏了。

杨梅熟了 果农愁 了
流泽镇1600吨杨梅盼销路

张 伟

今年5月24日，邵阳市水文局水资
源科科长、市水环境监测分中心副主任
周良雄，在长沙参加了湖南省第六届人
民满意公务员表彰大会，并荣记一等功，
受到省政府的表彰。

周良雄从1995年参加工作起，先后
在永州、新宁等地从事水文工作，2003年
调入市水文局水资源科。2011年，周良
雄荣获全省水文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及
全省水文系统先进个人称号；2013 年、
2015 年被省水利厅记三等功；2012 至
2015年他带领市水文局水资源科荣获市
级“青年文明号”、省级“青年文明号”及
全国水利系统“优秀实验室称号”，他本
人也荣获 2012～2013 年度湖南省青年
岗位能手。

从门外汉到水文“学霸”

周良雄没学过水文专业，刚踏入水
文行业，面对一大堆检测数据和各种奇
形怪状的仪器设备，他一时无所适从，但
他立志要做一个称职的水文尖兵。

平日里，他向同事及各级专家请教，
一有时间就扎到仪器堆里了解设备的工
作原理，研究设备的使用；节假日，他把
自己“关”在家里，通过书籍了解水文工
作、水资源、水环境等相关知识，很快就
对水文工作轻车熟路。他先后取得了实
验室计量认证内审员资格、实验室管理
人员资格、水资源调查评价上岗资格、水
土保持上岗资格、高级工程师资格，成了
水文专家。

群众利益重于生命

2009年，周良雄担任市水文局水资
源科科长。水污染应急监测因为不确定
性大，是当今水文水质监测遇到的一个
大难题。周良雄带领他的团队硬是克服
各种困难，想方设法去完成每一项任务。

近年来，邵阳辖区发生多次水污染
事故。特别是2008年9月24日，冷水江
市自来水厂检测时发现，管网水和取水
口的砷含量超标。周良雄按应急预案要求及时进行了部署，并
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资水河道挖砂严重，到处都是浅滩、砂
堆，河中心没有任何标识的挖砂船及固定的钢索，随时都可能造
成船翻人亡。为尽快测到污染物的浓度和确定污染源的可能范
围，他带领水文测站两名驾驶监测船的同志乘快艇沿资水冷水
江市禾青水厂取水口等几个预先选取的监测点取平行双样。次
日凌晨，周良雄马上又带领科室人员对数十个取样进行分析。
之后，他与同事连续奋战三天两夜，终于确定了污染源并及时呈
报水污染调查分析报告。

建立安全饮用水防护盾

周良雄在水资源管理工作中一直大胆摸索、稳步求进，为人
民群众树起最牢靠的安全饮用水防护盾。

近年来，他全力配合邵阳市水利局及相关部门，起草了《邵
阳市水资源管理考核实施办法》，与各部门一起协作完成了邵阳
市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邵阳市及各县区抗旱规划、邵阳市
饮用水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方案等，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全饮水保
驾护航。

同时，他带领科室人员一起完成了湖南省资水流域水量分
配方案、邵阳市水功能区划、邵阳市水资源公报及邵阳市水资源
管理“三条红线”指标体系编制等工作。近年来，他带着队伍相
继完成了大量的水资源论证、防洪评价、水土保持、抗旱规划及
采砂规划项目，水文水资源监测走出“深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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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游客
正在隆回县司门前镇
中山村居委会名优水
果培育专业户阳范斌
的蓝莓基地观赏、采
摘蓝莓。去年元月以
来，阳范斌针对当地
土壤、气候等特点，从
江苏引进品质优良的
蓝莓品种，栽培试验
喜获成功，并对蓝莓
进行盆景移栽，吸引
周边乡镇游客和种植
户争相前来采摘、购
买和取经。

贺上升 摄

新爱村村主任赵松柏与妻子帮助生病的贫困户抢收熟透的杨梅。

当地杨梅加工企业的工人在加班加点生产

1600 吨杨梅滞销的消息
逐渐扩散，同时也拉开了爱心
接力活动的序幕。一些公益
组织、驴友协会、广大市民相
约组织来到流泽镇开展扶贫
帮困采摘活动，同时为当地果
农寻找更多销路。

“最近15天时间，是杨梅

销售的关键时期。”在这场与
时间抢收成的“保卫战”中，当
地杨梅加工企业湖南坤乾食
品有限公司在全镇范围分片
区设立8个收购点，为果农分
担杨梅销售的压力，工人们分
2班倒，24小时不停生产加工。

9日，在油茶村村部，村民

们排着长队将采摘的杨梅送
至收购点，当天全村已有8吨
杨梅送至企业存储库。几天
来，各收购点已收购杨梅 100
余吨。一些前来采摘的游客
将采摘过程发至朋友圈，发动
更多的人来采摘。目前，该镇
尚有千余吨杨梅亟待销售。

全民动员爱心接力

为了推动杨梅销售，流泽镇党委政府迅速
行动起来，邀约了县市各家主流媒体，通过加大
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市民前来采摘，减少果农的损
失，同时发动镇村干部进村入户，帮助果农采摘、
寻找销售渠道。该镇还联系到县城的快递公司
及邮政部门，签订了运输协议，该镇果农采摘的
杨梅一天内可送达至全省范围，北京、上海、广州
等运输条件方便的城市也能在一天到达。

为了帮助果农销出杨梅，该镇与当地的杨
梅加工企业达成了收购协议，还联系了县城的
电商协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拓更多的市
场，同时在一些人流量大的小区、广场、农庄等
设立销售点，开展爱心扶贫帮困等促销活动。

政府搭台找销路

流泽镇的杨梅种植历
史悠久，种植主要集中在杨
梅村、新爱村、中心村等6
个村。今年全镇杨梅大丰
收，但是果农却愁容满面。
由于气候原因，该镇杨梅成
熟期错过了端午节，再加之
外地早熟杨梅对市场的冲
击，造成了杨梅的滞销。

“妻子双目失明，家里
就我一个劳力，家里承包了
7亩多水田，去年杨梅卖到
15 元一斤，现在才 5 元一
斤，采摘的成本都不够。”在
新爱村贫困户赵达清家，他
正在帮几个来自县城的市
民过秤采摘下来的杨梅。
今年他种植的4亩多杨梅
产量近5000公斤，低廉的
价格让他宁可将杨梅烂在
树上。说起果园里满地掉
落的那些熟透的杨梅，赵达
清的眼中噙满泪水。

在杨梅村，13岁的彭
佳乐提着两框从园里采摘
的杨梅回家。今年杨梅滞
销，让他产生了弃学的念
头，可是家人坚决反对。
看着压断树枝的满树杨
梅，懂事的小佳乐一直帮
着爸爸干活，他希望能多
卖出去一些，补贴家里的
开支，不至于让爸爸出去
打多份小工赚钱。

杨梅丰收果农愁

本报讯 “垃圾集中倒，做
饭沼气灶，农村讲环保，幸福步
步高。”6月5日，新邵县陈家坊
镇富阳村党支部书记石红叶以
一则5字联介绍了村里的环境
变化。

今年来，陈家坊镇以创文
明、卫生、森林城市“三城同创”
为契机，全力打造宜居宜商的
秀美乡村。该镇成立了城乡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以
多种形式宣传环境卫生保护信
息，在镇城区设置安装了 2 块
电子显示屏曝光台，滚动播放
创卫宣传和环境卫生评比等相
关视频；在镇区各出入口制作
了 6 块大型永久性宣传标牌，
在各村组院落制作了永久性墙
体标语1000余幅；在各客运线
路中巴车及城区内营运车辆粘
贴车贴标语300多条；各村（36
个村、2个居委会）书写墙体标
语2至4幅；各村制定了环境卫
生“村规民约”。

同时，该镇各中小学校还

开展了“小手牵大手”活动，将
保护环境卫生工作“进校园入
班级到家庭”；开展河道专项治
理行动，清除河道水面垃圾、河
道两岸污染防治和污水处理；
开展公路专项整治，对县、乡道
马路市场、县乡道两侧和镇区
主次干道无乱搭建、乱堆乱放、
乱设广告牌等现象进行了清理
整顿；全镇每周定期开展卫生

“大扫除”专项行动，各村道和
所辖县乡道每星期清扫3次。

为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
度 ，该 镇 还 实 施 了“ 一 池 三
改”、垃圾集中处理、人畜分离
养殖等新农村环保工程，共新
建村容村貌整治站点18个，建
立垃圾集中处理点 2 个，垃圾
池 200 余个。全镇 2.2 万余户
村民全部发放了垃圾桶，农村
沼气使用覆盖3500余户，新建
农村无害卫生厕所 1.2 万余
座，该镇居民生活品质及幸福
指数直线上升。
（张 伟 石颂军 陈文龙）

陈家坊镇“三城同创”

“明天到我基地来锄草，我开你50块
钱一天的工资，中午请你吃顿饭。”6月12
日，双清区渡头桥镇两塘村无花果基地
内，正忙着给果树修剪枝叶的村主任彭越
志对村民姚赛云说。

彭越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曾在外
经商十多年，2014年回到家乡出任村主任。

“要帮助贫困户脱贫，不能直接给钱，
要让他们有事可做。”通过考察，彭越志认
为种植无花果利润空间大，适合作为一项
脱贫产业。

这一年，他通过网上学习、查找相关资

料，逐渐掌握了无花果树种植技术。同时，
他引进了一批优良种苗，开始试种。为了种
好树苗，彭越志请了十多个村民帮忙平整20
亩土地。他说，用机械来挖地容易造成土壤
板结，不利于果树生长，只能靠人工。

经过两年时间的摸索，到2016年，彭
越志的果树终于挂果了。他的果树生长
全靠生物肥保障养料，采用“打针”的方式
将药剂注入树干除虫，杜绝了农药的使
用。“你的地里长这么多草，怎么不打甘草
宁呢？”姚赛云问道。一旁的彭越志连连
摆手，他说，甘草宁这样的除草剂毒性太

大，会通过树皮吸收到果实里，就不能保
证绿色环保了。

正是由于对绿色和环保的追求，彭越
志的无花果品质越来越好。到 2016 年
底，两塘村共有 30 多户村民在他的带领
下种植了近80亩无花果，平均亩产达500
公斤。彭越志屈指算了一笔账，按每户种
植2亩果树，每公斤20元的市场价，平均
每户村民可增收近2万元。

今年，彭越志又计划引进 1000 只鸡
发展“林下经济”。他介绍，果园里长出的
杂草刚好可以当成鸡饲料，而且鸡又是病
虫的天敌，能够和果树和谐共生。听到他
的介绍，姚赛云连连
说，今后我再也不打牌
了，跟着村主任搞种养
业，通过自己的劳动实
现脱贫致富。

无花果树结出“脱贫果”
曾书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