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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只干这一件‘橙’事，而且
一定会干好！”3月17日，新宁县金石镇
月汉村的徐小龙翻阅 19 年前的笔记，
重温初心。

19年前，他舍弃广东惠州公司，携
巨额资金返乡，重操父业种脐橙。19年
来，他不忘初心，让脐橙成为强村富民产
业，打响了崀山脐橙品牌，并将崀山脐橙
送出国门。他荣获多项荣誉，不久前入选

“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

种出儿时脐橙味道

新宁脐橙曾一度享誉中外，但本世
纪初因故陷入低谷。

2005年，徐小龙毅然返乡，创办新
宁县龙丰果业有限公司。他接过父辈用
过的锄头、剪刀，种出了儿时的“橙味”。

当他积极推广“深草栽培，生物治
虫，施有机肥”时，父老乡亲却不认同。
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建示范园，做给
大家看，带着大家干。

2006 年至 2019 年，公司先后投入
资金 3600 多万元，通过土地流转和承
包现存果园的模式，创办5处标准化示
范果园，面积243.3公顷。

公司长期与中国科学院柑橘研究
所、西南大学“联姻”，先后培养了200名
中高级技术人员。徐小龙组建的4支专
业化技术服务团队，为果农服务累计超
过4.8万人次，技术输出覆盖了全县8个
脐橙主产乡镇约2.8万公顷果园，24237
户果农与龙丰果业签订了技术服务和
果园投入品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合同。

标准化生产的推广运用，效果立竿见
影。2012年开始，新宁脐橙品质终于有了
质的变化，市场平均价格接近赣南脐橙，
每公斤3.6元，线上销售特优果达到每公
斤20元。橙果变“金果”，特优产品甚至实
现了从“论斤卖”到“论个卖”的转变。

延伸链条提升价值

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利益分配是不
均等的。增值空间大的，多半在链条的
中高端加工和营销环节。农业产业发
展，很难摆脱这个模式。

徐小龙决定带领新宁广大果农蹚出
一条产业富民之路。虽然犯过不少愁、受
过不少苦，但他知道：成功的捷径，莫过
于毫不犹豫地踏上最艰难的道路。

为了凑足 4000 万元资金，开发产
地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新建脐橙产品
加工、仓储保鲜和冷链物流基地，徐小
龙匆匆转让了夫妻俩辛劳一二十年才
在广东惠州置办的唯一房产。

资金慢慢凑，基地持续建。徐小龙
花了 8 年时间，现在基地初具规模。第
一期，龙丰果业购买政府出让地3.3公
顷，修建全钢架式加工车间 8000 平方
米，并购置了2条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脐
橙分选加工生产线。第二期，在2017年
才动工，3栋全钢混结构厂房，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一、三号楼作加工车间，
二号楼作冷链物流交易中心。

这两期工程完工后，龙丰果业的日
加工能力达到300吨。公司为当地新增
就业岗位300多个，企业中层以上管理
人员，年薪超过10万元，普通员工平均
月工资在5000元左右。

2020年开始，徐小龙面向乡亲们开
办了免费仓储和代理加工业务。乡亲们的
脐橙熟了，可以运到龙丰果业的仓库去保
鲜。1吨橙果通过产品初加工，只按增值
800元计算，10万吨就增值8000万元。

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徐小龙非常喜欢《古今贤文》中的
这句话。

19年来，徐小龙通过创建现代农业
产业园，遴选和培养了 200 名技术能
手，像“种子”一样散发新宁县各地，在
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一
带十，十传百，造就了一支3000多人的
乡土人才队伍，活跃在脐橙嫁接、修剪
治虫、水肥管理等各个环节中。

2016年，新宁县月汉村脐橙合作社
成立党支部，徐小龙接受组织委任担任
党支部书记。他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群众优势与合作社的专业优
势、资源优势有机融合起来，在生产基
地、加工车间、外销窗口等分别建起了
党小组。党建引领，在产业发展中持续
发挥积极作用。

2018年，徐小龙抢抓国家品牌计划
广告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机遇，捷足先
登，让新宁脐橙走进了央视新闻等8个
频道，并搬上了《星光大道》舞台。

2019年，龙丰果业把村民不愿种、
没劳力种的105.1公顷土地流转过来，让
456名不愿在家从事生产的农民工腾出
身来，有的进城办厂，有的开店当上老
板，有的去了省外务工，有的在地方从事
乡村旅游和康养产业，个个收入不菲。

2020 年来，徐小龙先后投入 1000
多万元，在全国 14 个大中城市设立了
崀山脐橙营销窗口，使新宁脐橙的市场
占有份额比5年前实现了翻番。

“以橙为媒，结合崀山旅游文化，打
造全国最大的脐橙供应商，带领崀山脐
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是徐小龙的
美好愿景。

徐小龙：干好“橙”事兴家乡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欧光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刘健） 人勤春来早，
春耕育秧忙。连日来，随着气温
升高，邵阳县各地早稻育秧工作
陆续开展，各集中育秧工厂马力
全开进行生产，处处一派忙碌的
景象。

“ 我 们 现 在 已 经 接 了 200
多公顷的订单，目前装了 3 万
多 盘 秧 苗 ，订 单 还 在 陆 续 增
加 ，今 年 预 计 可 以 培 育 秧 苗
270 公顷左右。”3 月 15 日，邵阳
县资汇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黎洪
亮介绍说。

在塘渡口镇真如庵村资汇
种植合作社的育秧工厂内，育
秧播种机正不停运转，在工人
们的配合下，经过摆盘、覆底
土、浇水、撒种、盖土、出盘 6 道
工序后，一颗颗稻种均匀地铺
满秧盘，整个流程不超过 30 秒。
黎洪亮介绍，与传统的人工育
秧相比，机械化育秧具有恒温、
恒湿、保肥的优势，不仅提高了
育秧效率，还可以让种子均匀
消毒、发芽、保水保肥，能有效
防止病虫害侵袭，在提高秧苗
质量的同时，大幅缩短了育秧
时间，节省劳动力。“一天下来，
培 育 的 秧 苗 可 装 盘 5000 盘 左

右，能够插种水稻 10 公顷，效率
是过去人工育秧的数倍。”黎洪
亮说。

育秧大棚里，刚从育秧工厂
出来的秧盘整齐地摆放在苗床
上。再过 20 天后，这些早稻育秧
便可以实行机械插秧。2022 年，
黎洪亮投资100万元新建了2个
5000 平方米的连栋钢架育秧大
棚，育秧盘经过48小时的智能密
室催芽后，就可以放入这里培育。
工厂化集中育秧优质高效、节本
增收效果明显，非常受农户欢迎。
黎洪亮除了给自家 30 多公顷水
稻用秧，还能为其他农户提供早
稻秧苗。

今年，邵阳县抓早抓实各项
举措，大力推广早稻工厂化集中
育秧和机械插秧，并出台一系列
惠农政策，在早稻集中育秧、新
建工厂化育秧中心等方面给予
农户“真金白银”的优惠。同时，
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对
农户进行全过程技术指导，提高
农户种粮效益。2024 年，邵阳县
早稻种植面积 18800 公顷，其中
集中育秧面积14000公顷。目前，
邵阳县已落实早稻集中育秧面
积 10000 公顷，各项春耕春播工
作正有序开展。

邵阳县

育秧工厂育秧忙

她怀着对教育事业无比崇敬的情
感走上三尺讲台，从第一天起，就立下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誓言，定下了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工作准则。
如今，她已从事教育教学工作26载。她
就是洞口县第一中学教师黄满清。

黄满清善于发现每位学生的优点
和缺点，找准教育后进生的切入点。学
生肖鹏云（化名）组织能力强，办事快，
但在学习上缺乏耐心和毅力，上课注意
力不集中，容易走神。黄满清不断鼓励
他克服自身缺点，养成良好的学习、生
活习惯，让他当副班长和安全信息员。
经过耐心教育和细心开导，肖鹏云慢慢

发生改变，在期末考试中，他获得了进
步之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

学生们很喜欢黄满清的英语课，课
堂上积极活跃，每学期学生们对她的满
意率都达100%；她所教班的英语成绩历
年名列全校前列，合格率高，优秀率高。
20多年来，黄满清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
学生，2024年她教的理科班高考600分
以上人数12人，本科上线人数百分之百。

黄满清是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但
在课堂教学中，她却不甘于普通。黄满
清在教学内容、方法、课堂等方面力求
创新，精益求精。她每天都与同事研讨
教研内容、进行集体备课；耐心细致指

导年轻教师，传授经验，资源共享；带头
推进课堂改革，构建高效课堂。课余时
间，黄满清还精心辅导学生参加各种文
体项目和学科竞赛活动，并多次在县里
和学校组织的活动中获得优异成绩。

黄满清是洞口县作家协会的一员，
工作之余喜欢阅读和写作，在多个媒体
上发表了10余篇文章。她阅读的书籍
以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居多，旨在提升
教育教学水平；所写的教学论文和心理
学方面的论文，曾多次获省、市级奖
项。自从进入洞口一中工作以来，黄满
清多次被评为优秀科任教师；2020年，
她被评为邵阳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
2023年，她荣获县级骨干教师和邵阳市

“书香教师”。
漫漫师者路，一瓣心香终不悔。那

一方黑板前，黄满清用全部的深情和爱
心浇灌着稚嫩的幼苗，用满腔的热情谱
写自己人生的乐章。

一 瓣 心 香 终 不 悔
——记洞口县第一中学教师黄满清

邵阳日报记者 易 鑫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金细美） 3 月 23 日上
午，邵东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组织开展儿童心理健康团体辅
导活动，宋家塘街道和大禾塘街
道16名留守儿童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开设了《多彩的生
活》课程，引导孩子们从看、听、闻
等方面体会多彩的生活；学习了

《生命价值的选择》课程，让孩子
们通过分享与交流，认识自己内
心中关于知识、生命、运动、健康
等不同价值的排序，学会调整自

己的生活节奏，更好地与自己相
处；体验了“缘分连连看”游戏，让
孩子们尝试认识自我，学习连接
他人。

截至目前，邵东市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共开展“一对一”心
理疏导45人次；开展心理团体辅
导、健康教育 20 场次；赴灵官殿
镇、团山镇等 20 个乡镇的村（社
区）开展儿童心理疏导、心理创伤
援助 81 人次，帮助他们建立积
极、乐观、健康的生活态度，守护
儿童健康成长。

邵东市

心理辅导护“蕾”成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潘利红） 为切实加强
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农
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3 月 18 日至 22 日，新邵县酿
溪镇开展 2023—2024 年度农村
党员冬春训。 本次培训采取“线
下+线上”相结合方式，在家党员
现场听，流动党员线上听，年老体
弱党员上门送学，确保党员培训
全覆盖。

此次培训课程设置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主线，结合乡镇重点工作，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一月一
课一片一实践”、片组邻“三长
制”等重点工作进行培训，为
全体党员补足精神之钙，筑牢
思想之魂。

为强化培训成效，该镇各党
支部结合“一月一课一片一实
践”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了观看
党性教育片、上微党课、健康义
诊、义务植树、森林防火、安全
生 产 大 排 查 大 宣 讲 等 实 践 活
动，共计入户走访 1.5 万余户，
解决实际问题 70 余件，不断增
强党员干部抓发展、惠民生、防
风险的本领。

新邵县酿溪镇

党员教育培训重实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肖睿） 3月21日，新邵
县陈家坊镇党委政府邀请南华大
学松霖建筑与设计艺术学院师生
一行 9 人来到富阳村，帮助该村
推进“千村美丽示范村”建设。

在富阳村，南华大学师生在
镇村干部的带领下先后来到该
村的富阳、乔石、鸭塘三个片
区，深入考察村部院落、杨柳排
集中建房区及富阳古树、村内
河道等场所，与干部群众深入
交流，详细了解美丽乡村建设

面临的困难，梳理美丽乡村建
设的规划框架。

经过实地考察、勘测航拍、充
分探讨后，双方确定了“打造特色
确立点，利用河道美化线，合理规
划突破面”的整体规划思路。该规
划立足地方传统特色，将自然生
态环境和人文需求相结合，整合
村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发
展，通过集中打造新农村院落、沿
河风光带等，实现“美观性+实用
性+地方性”三位一体的美丽乡
村新面貌。

新邵县陈家坊镇

“校地合作”打造美丽乡村

3 月 22 日，文

艺爱好者在隆回

县三阁司镇沙坪

村 赏 花 拍 照 。时

下，该村百亩桃林

桃花盛开。当日，

该村举办第二届

桃花节，吸引县内

外游客纷纷前来

打卡，踏青赏花。

罗理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