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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补链，延长销售端

“今天采摘的果子都是客户提前
下的单，品质好的每公斤批发价能达
到8块，比去年的行情还要好！”9月
14日，洞口县园艺场开园，洞口县众
望柑橘种植农民合作社负责人肖和
剑喜笑颜开，“去年合作社筛选出了2
吨的‘感恩1973’精品柑橘，每公斤的
售价达到40元，而且供不应求！”

“收购商反馈洞口的特早熟蜜
橘口感比其他产区的都要好，尽管
价格高一些，兜兜转转下来还是选
择购买我们的果子。”肖和剑介绍，
洞口雪峰蜜橘的品牌越来越响亮，
果子的价格也节节高升，去年合作
社的柑橘产量达到了5000多吨，种
植户们不仅没有销售难的困境，还
靠着这些果树增加了不少收入。

水果同品类之间在外观、营养
成分等方面差异都不大，品牌建设
与营销手段成了影响效益差距的关
键。洞口雪峰蜜橘供不应求的背后，
除了品质的把控，更是品牌的打造。

“近年来，洞口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雪峰蜜橘产业发展，在政策、
项目、资金上给予了全方位支持。
2023 年，全县栽种面积达到了 1.44
万公顷，年产值 18.2 亿元。”洞口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王辉云介
绍，洞口县组建了专班来抓雪峰蜜
橘品牌建设工作，通过举办雪峰蜜
橘文化节，在高铁、地铁、商圈电子
屏等地投放广告，在多个省市设立
雪峰蜜橘直营店或专柜，培育龙头
企业和合作社，争创全国知名品牌
和商标等形式提升雪峰蜜橘品牌辐
射影响力。

“雪峰蜜橘的成功只是个例，对

于我市多数水果品类而言，产业化联
合体组建较慢，龙头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和果农等产业链上的经营主
体尚未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对产
业的带动能力不强，缺乏整合优势，
品牌小而散的整体状况依然存在。”
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邓宏
华 表 示 ，2023 年 ，全 市 水 果 产 量
123.52吨，以鲜果销售为主。做好采
后保鲜和果实商品化处理，推动水果
冷链物流基础建设，加大对果业社会
化服务薄弱环节的定向补贴力度，培
育组建一批植保、施肥、修剪、采果、
加工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队伍等工
作对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要聚力果业区域公用品牌的建
设与维护，开拓线上线下两个市场，
做好信息服务、业务交流、品牌展示
和消费索引，打造农产品品牌综合服
务窗口，助力果农致富增收。

记者 袁光宇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市规
划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
支部的同志加入我们队伍！”9 月 8
日上午，在双龙紫薇博览园东大门，
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秘书
长胡浴明率队欢迎“紫薇卫士”新鲜
血液的到来。

双龙紫薇博览园由湖南紫薇集
团重金打造，10多年来，独具特色的
两条长达2600米的活体紫薇扎成的
巨龙，以及活体紫薇扎制出的象征
湖南全省14个市州的各自标志性建
筑，着实“让邵阳人民骄傲500年”。

然而，近几年来，受国际经济大
环境影响，湖南紫薇集团对双龙紫
薇博览园的投入严重不足，以致公
园的保洁工作难以为继。2022年初，
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适时
把“洁净紫薇行动”列入其日常工
作，每周安排一支小分队轮流定期
进入博览园开展清洁行动。2023年6
月，“洁净紫薇行动”荣获“湖南省十
佳公众参与案例”，参加洁净行动的
志愿者被誉为“紫薇卫士”。

当日，市规划建筑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机关党支部9名党员志愿
者，在支部书记杨素珍的带领下，
宣布集体加入“紫薇卫士”行列并

第一次参加洁净紫薇行动。10 名新
“紫薇卫士”与 41 名老“紫薇卫士”
汇聚在一起，两人一组，一人握夹，
一人提袋，穿梭在双龙紫薇博览园
的各个角落，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
白色垃圾。

在“紫薇卫士”老兵中，当天有
须发皆白、与共和国同龄的程楠王
桐华夫妇，年近七旬的朱加援夫妇，
双双退休的罗霞汤志强夫妇、沈小
梅程诚夫妇、刘英吴来喜夫妇，还有
肖小燕罗康丽母女，他们无疑是此
次洁净紫薇行动的一道靓丽风景。

然而更灿烂的风景是，在“紫薇
卫士”新兵中，市规划建筑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机关党支部有位年轻父
亲伍占锋，把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
子伍正印也带来了。从头至尾，小家
伙的清理保洁工作干得十分认真，
即使满头大汗也毫不在乎，他说：

“爸爸，以后每个星期我都想参加洁
净紫薇行动。”

“紫薇卫士”又添新力量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贾燕如

9月22日，新邵县严塘镇花亭子村，一栋
栋房屋坐落在青山绿水间，成片的银杏树、红
豆杉、楠木等100余种珍贵苗木，在花亭子村
的山上扎根落户，长势喜人。整个苗圃基地
宛如一幅铺青叠翠的画卷，一改从前山地荒
芜的面貌。

在湖南家富三禾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苗圃基地里，绿色、黄色、红色……镶嵌在
大地上，构成一幅秋日美景。村民们正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除草、挖苗、打包、装车……现
场一片繁忙的景象。据悉，该处苗木基地达
200 公顷，这些苗木在乡村振兴中成为当地
村民们的致富树。

你可能想不到，这家苗圃基地背后的创
始人曾是一名下岗女工。1992年，在邵阳工
作的李冰因所在企业倒闭而成为一名下岗工
人，此后一直在外打工。她努力打拼，工作干
得风生水起，但背井离乡的她始终想回到家
乡干一番事业。每次回到家乡，李冰看到大
片的山荒芜，无人打理，都觉得十分可惜。如
何将荒山利用起来改善家乡的环境，始终是
她心里挂念的一件大事。

直到2010年，在花亭子村的支持和引进
下，李冰牵头筹建湖南家富三禾农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公司以花亭子村为中心，从该村以及白水
洞村、泉塘村、新塘村等周边村落共流转了200公顷荒山
荒土，倾力打造以珍稀苗木种植产业为主，集花卉、康养、
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基地。

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下，当地乡
亲也端起土地流转“金饭碗”。在花亭子村村“两委”的支
持下，李冰坚持“诚信勤，真善美”的经营理念，组织公司
从农户手中收储土地，企业主体经营、村“两委”提供服
务、群众就近就业，实现村集体、群众和公司的三方共
赢。该项目每年为花亭子村集体创收12万元以上，旺季
时能带动村里7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我年纪比较大，到外面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做了。现
在在三禾农场做事，主要做些修剪枝叶、移栽幼苗、除草
松土的事情，有3500多元一个月，每月都有做，还能照顾
家里，我对这个工作很满意。”已在基地工作了5年的村
民唐长生说道。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除了种植苗木外，李冰还拓展
了其他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基地新增大棚蔬菜6.6公顷，
规划种植枳壳、玉竹等中药材13.3公顷，正在由简易苗圃
向精品园艺方向延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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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鄢跃斌 柳禄珊

本报讯 9月20日，新
宁县金石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工作人员回访他们化解
的一场劳务纠纷的矛盾双
方，双方均表示满意。

今年5月，金石镇金夷
村一皮具公司负责人失
联，公司 18 名工人担心拖
欠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
便与公司采购商发生纠
纷。经调解后，18人辞职并
拿到了部分工资。7 月 13
日，18 名工人前往公司索
要剩余工资，双方再次发
生纠纷。经金石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工作人员调解
后，双方达成协议：公司负
责人承诺在2024 年7 月31
日 17 时之前结清这 18 人
剩余的工资。

7月31日，公司负责人
未能按期履行协议，18 人
便向新宁县法律援助中心
申请法律援助，希望通过诉

讼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该公司30名在岗工人得知
消息后，担心自己无法按时
领取工资，于是也要求公司
支付劳动报酬。金石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预判矛盾有激
化迹象，立即指派调解员赶
赴现场，维护现场秩序，安
抚工人情绪，避免矛盾进一
步扩大。经过人民调解委员
会4天的努力，双方终于就
劳动报酬的支付期限及方
式达成一致。金石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还组织双方，共同
向新宁县人民法院就所达
成的人民调解协议申请司
法确认。

面对纠纷矛盾，金石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快速响应、
及时介入，防止矛盾升级，
从情、理、法的角度来稳控
情况，有效维护了社会稳
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
来，金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已积极处理基层纠纷 290
件，并为当事人提供了必要
的法律支持。

人民调解解“薪”愁
9 月 14 日，邵东市

举行“爱我邵东 品质

生活”地方特色名菜评

选活动决赛，来自该市

30余家餐饮企业及民间

特色菜品烹饪高手现场

大展厨艺。

李世近 摄

“紫薇卫士”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白色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