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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国家 4A 级景区洞口县

古楼驿生态文化旅游区喜迎来自广东

等地的 4 个团队 200 多名游客。他们体

验高空滑索、旱滑、打绿糍粑，开展团

队拓展活动，参观红色文化教育馆、茶

文化体验馆等。

在古楼乡古楼村，茶农唐贤标正

在为客户打包，寄出上好的野生茶。他

说：“这些天来，‘奔跑吧·邵阳’带来了

巨大的流量，让我们古楼又火了一把。

我们这些村民尤其是制茶工直接受

益，10 天时间，我销售手工茶已经收

入一万四五千元。”

奔跑千年茶道

从洞口县城往西出发，车行约 15

公里，便来到古楼乡古楼村。这里的百

姓用“九山半水半分田，沟谷纵横水蜿

蜒；飞虹联通八方路，茶乡古楼势正

酣”描绘振兴中的乡村美景。

近年来，洞口县上下齐心，凭借独

特的自然优势和云雾茶产业，“强信

心、重担当、敢作为、塑形象”，将古楼

驿一步步打造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4 月 19 日，魅力古楼迎来了“奔跑

吧·邵阳”全民健身跑（洞口站）活动，

300 多名跑者齐聚古楼驿，众多市民

闻讯赶来观摩。

“3、2、1，开跑！”亚运冠军邓泽文、

“湖南最美文旅人”魏琨带领着 300 多

名跑者激情出发。

红茶方阵的 61 名跑者开展“亲子

跑”，用温馨脚步诠释“茶香传家”的深

意。绿茶方阵的 132 名本地跑团成员

开展“欢乐跑”，以蓬勃朝气代言洞口

雪峰茶的青春活力。白茶方阵的 184

名勇士开展“登山跑”，挑战雪峰山的

巍峨，致敬茶农攀登不止的精神。

期间，5 位茶界代表化身“时空信

使”，接力奔跑，串联唐、宋、元、明、清

五大朝代，带领跑者和游客穿越千年

茶史，见证雪峰茶从历史深处走向现

代辉煌的壮阔历程。

用脚步丈量千年茶道，用呼吸感

受万亩茶浪。跑者醉了，美景动了。

做好雪峰茶业

洞口县是我省重要的茶文化发源

地，种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570 年。自

茶马古道开辟后，洞口雪峰茶从山高水

长的云雾中走出来，在中华大地沧海桑

田的变迁中滋养沉淀。公元1385年（明

洪武十八年），古楼云雾茶被钦定为皇

家贡茶，史称盐井贡茶，年纳 12 公斤，

产于洞口县古楼乡古楼村、盐井村。

古楼红茶作为雪峰茶中的精品，

始于 1856 年（清咸丰六年），已有近

170 年历史，多次获评全国名优茶金

奖、银奖及部优奖，并荣获了巴拿马国

际金奖。洞口雪峰茶还蕴含着独特的

红色基因，1935 年，王震、萧克率领的

红六军团长征时曾途经古楼，留下了

“红军大刀抵茶钱”的感人故事。如今，

洞口大地上仍有数万株古茶树，用一

枚枚芬芳的绿叶，述说着雪峰茶纵贯

古今、婉转悠长的故事。

茶叶主产区位于神奇的北纬 27

度黄金带，聚雪峰之灵气，凝高山之甘

露，坐拥“雨洗青山四季春”的宜茶环

境。适宜的地理纬度、海拔高度、气候

温度、空气湿度和土壤酸碱度，孕育了

品质优异、风味独特的“洞口雪峰茶”。

4 月 19 日的第二届洞口雪峰茶推

广季活动上，湖南省红茶产业发展促

进会为洞口县授予“湖南省红茶核心

产区”牌匾。湖南省茶叶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包小村权威解读洞口雪峰茶的品

牌魅力后说：“洞口雪峰茶是茶业兴旺

的标兵，茶旅融合的典范。”

带活山乡经济

一次活动，带火一个景区，兴旺多

项产业。

4 月 19 日，9 家茶企与 12 家茶商

签订订单金额 1239 万元。28 家农特产

品企业参展，当日茶叶订单量同比激

增 300%，销售额达 31.9 万元，意向订

单总额为 22.6万元。

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截至 4 月 21 日

结束，3 天内吸引游客 1 万余人次，古

楼驿民宿入住率达 98%，红茶凉粉、瑶

乡腊肉、蕨根糍粑、高沙米花等洞口特

产备受游客和线上消费者欢迎。仅 4

月 20 日，游客们共消费 16.7 万元；意

向订单 13.9 万元。其中，散客预订价值

268 元的员工端午节礼盒 326 份。从高

沙赶来的黄民财，在自己公司展位旁

边支起一口油锅，新鲜出锅的高沙米

花等特色食品，3 元至 5 元一个，受到

跑者和游客的青睐。4 月 19 日，他说：

“今天，我卖了几百个。”

线 上 线 下 ，古 楼 驿 生 态 文 化 旅

游区受到热捧。3 天来，该 4A 级景区

接待 6 个大型旅游团，数十组家庭游

客纷至沓来。古楼驿生态文化旅游

区旅游部经理唐军说：“活动的举办

对景区形象和推广有相当好的促进

作用。活动开展 4 天来，景区线上线

下接到的咨询量暴增，引流效果正

在发酵中，相信‘五一’假期客流量

会相当不错。”

跑出巨大流量 带旺绿色经济
——“奔跑吧·邵阳”全民健身跑（洞口站）暨第二届洞口雪峰茶推广季活动回眸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肖海波 米桂美

茶香领跑，农文旅体新融合。

洞口县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真谛，将茶产业作为贯穿生

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的主线。从高山云雾

缭绕的茶园基地到现代化的茶叶加工

厂，从传统手工制茶工艺到前沿的科技

创新，茶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被赋予了

新的生命力。当地通过科学规划茶园布

局，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让漫山茶树

成为百姓的“绿色银行”。标准化种植、

精细化管理，让茶叶品质节节攀升；龙

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协同发展，使茶产

业规模不断壮大。曾经贫困的山乡，因

茶而兴、因茶而富，实现了从“靠天吃

饭”到“以茶兴业”的华丽转身。

奔跑在路上，故事在延展，精气神

在持续激发。

如今的洞口，洋溢着发展的活力

与希望。景区里，游客们欢声笑语，流

连忘返；特产店内，茶叶、茶点等特色

商品供不应求。产业兴旺带动了就业

增收，乡村治理也在发展中不断优化。

曾经寂静的山乡，如今道路宽敞平坦，

村舍整洁美观，文化广场热闹非凡，一

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

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新 融 合 新 赛 道 新 振 兴
兰绍华

“奔跑吧·邵阳”全民健身跑（洞口站）活动现场。  徐翎丰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曾桂慧）4 月 21 日，邵阳县蔡桥乡龙口

村，蔡桥乡人大代表周春和穿梭田垄

之间，他时而俯身查看秧苗长势，时而

与村民讨论施肥技巧，时而组织志愿

者清理沟渠。

今年开春以来，邵阳县蔡桥乡广

泛组织辖区内的人大代表深入田间地

头，同群众一道抢抓时令忙春耕。他们

在春耕生产一线既当技术员又当“护

绿人”。

周春和走遍龙口村 17 个组，逐户

摸排春耕难题。针对部分村民反映的

“农田缺水”“农机不足”问题，周春和

牵头购买和调配翻耕机、播种机 4 台，

为留守老人、务工家庭提供“托管式”

服务。同时向上级争取长 1500 米的机

耕道项目，为建设高标准农田提供保

障。“机耕道的建设，不仅能让农业机

械更加轻松地进入农田作业，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

本，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收

益。”周春和说。

春耕不仅是“抢农时”，更要“谋长

远”。除了致力解决村民们当下所面临

的急切问题，周春和还坚持将生态保

护融入农业生产，带领村民探索“绿色

循环”新路径。今年，他在龙口和回龙

片区承包了 10 公顷土地，全部用于大

豆玉米复合种植，为村民起到示范带

头作用。“这一套种模式让土地资源得

到合理利用，还能够减少化肥污染、改

良土壤结构，为群众增加实际效益。”

如今，龙口村的稻田里蛙声阵阵，山坡

上绿意盎然。

在蔡桥乡，像周春和这样奔波在

乡村振兴第一线的乡镇人大代表还有

70位。他们用双脚丈量土地，用汗水浸

润初心，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奋力书

写“粮丰民富、生态宜居”的生动篇章。

蔡桥乡

人 大 代 表 助 春 耕

邵阳日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黄能果 邓玲娟） 4 月 19 日，在新邵

县陈家坊镇种粮大户何振东的集中育

秧大棚内，村民们正在盘秧、装车，为

早稻机插秧做好准备工作。

“今年我们 8000 平方米的育秧大

棚除了为自己合作社 1200 余亩双季

稻做准备，还为周边村民提供可栽种

600 余亩稻田的秧苗。春耕生产期间，

乡村干部组织我们技术人员为种植户

讲授智能化耕作知识，现场为大家示

范智能插秧、施肥等作业。”何振东说。

几年前，何振东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

后，回到陈家坊镇，从父亲手中接过

“衣钵”。通过所学的专业知识及现代

化管理模式，他成为了周边乡镇种粮

大户走向智能化种田的“指导老师”。

“不得不佩服科技的力量，以前我

们人工种植一亩田，从翻耕到收获稻谷，

需要3名劳力。现在实行全程智能化操

作，一个人便能完成几十亩稻田的翻耕、

机插秧、施肥，每亩还节约了300多元的

开支。”陈家坊镇候家村62岁的种植户

候先生在参观完何振东智能化插秧、施

肥示范后感慨地说，今年他家种植的 1

公顷水田也希望能邀请何振东去帮忙。

在智能化水稻种植示范现场，何振

东操控着无人机在刚完成机插秧的农

田上空开展施肥作业。装载着几十公斤

化肥的无人机根据指令信息，在指定区

域将化肥均匀地撒下，从起飞到降落整

个施肥过程不到20分钟。

目前，农村劳动力紧缺及劳动力老

年化情况日渐严重，数字化、智能化耕

种不仅有效解决了这一大难题，还推动

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在谈及当地农业发

展时，何振东希望能通过自己所学，改

变传统的种植和管理模式，让“靠天吃

饭”转变成“智能掌控”，让更多的农民

群众轻松种田，实现高产高收。

今年，陈家坊镇双季稻计划种植

面积 1687 公顷，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

面积 1400 公顷，全镇共创建培育 34 个

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主体，1个万亩示

范基地、3个千亩示范基地，2个百亩玉

米大豆复合种植示范基地。近年来该镇

不断加强农业种养技术性人才培育和

挖掘，通过邀约省市专家讲座，组织大

户参加各类农业技术培训，逐步改善农

业基础设施、设备条件等措施，有效实

现了全镇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

自动化，节约了农业成本 500 万元以

上，释放农村劳动力2000人以上，为农

民群众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家坊镇推行农业生产智能化、数字化

从“靠天吃饭”到“智能掌控”

邵 阳 日 报 讯（通 讯 员 邓 向 群 

黄金国）春季是鱼类的繁殖期。为保护

资江流域渔业资源及水域生态，连日

来，新邵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联合新

邵县森林公安局开展 2025 年春季护

渔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捕捞、

违规垂钓等行为。

行动中，联合执法人员对沙湾、渔

政码头、韩家坪、资江码头、王家坪、渔

溪河等重点区域，采用陆地巡查与水上

巡航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方位、无死角

巡查。利用执法车、执法船艇等设备，加

大巡查力度和范围，提高执法效率，及

时发现和查处各类非法捕捞行为。

据了解，此次护渔联合执法行动

自 3 月 1 日起持续至 6 月 30 日。行动期

间，新邵县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

作战，保持对非法捕捞行为的高压打

击态势，形成强大的执法震慑。截至目

前，该县共出动执法人员 1515 人次、

执法车辆 439 台次、执法船只 26 艘次，

取缔涉渔“三无”船舶（竹筏）15 艘、没

收非法渔具 283 副，查处涉渔案件 5

起、移交公安案件 2起。

新邵县

春 季 护 渔 保 生 态

北塔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到 400 余公顷，通过推广机械化育插秧

技术，插秧效率至少提高了 30%，大大缩短了插秧周期。目前，该区早稻种

植工作正在高效有序推进，预计五一劳动节前完成插秧工作。图为茶元头

街道农机专业合作社正在用插秧机插秧。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刘恩权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