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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顷油菜花海在抛荒地上绽放，

3000 米机耕道串联起希望的田野，三塘

水库投放 2 万尾鱼苗，黄兴光皮辣椒试

验田喜获丰收，390 平方米铜鹅养殖大

棚拔地而起……今年以来，武冈市双牌

镇栗山社区产业发展多点开花，激活乡

村振兴“一池春水”。

据悉，该村初步形成的“种养+”产

业 体 系 ，预 计 年 纯 收 益 将 突 破 35 万

元。 从基础设施改善到产业振兴，从

乡村治理创新到文化滋养，湖南省监狱

管理局驻村工作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

实干凝聚民心，让栗山社区从“负债村”

蝶变为“幸福村”。

2023 年 5 月 19 日，驻村工作队怀揣

“让乡亲过上好日子”的初心，入驻栗山

社区。“当时村里连像样的路灯都没有，

产业发展更是一片空白，村集体账户上

还挂着负债。”回忆起驻村首日的情景，

工作队队长詹永华感慨道：“我们坚信，

只要沉下心、扎下根，就一定能找到破

局之路。”

驻村工作队深入调研后制定《湖南

省监狱管理局栗山社区乡村振兴帮扶规

划（2023年—2025年）》，将目标分解为年

度任务：2023 年夯基垒台，完成农机采

购、机耕道修建等11个基础项目；2024年

全面攻坚，实现产业项目落地见效；2025

年提质增效，推动可持续发展。与此同

时，他们积极协调后盾单位投入410万元

帮扶资金，争取省财政衔接资金 200 万

元，为规划实施注入“源头活水”。

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先行

官”。2 年来，该村实现 5.18 公里硬化道

路通组入户，300 余盏太阳能路灯点亮

夜空，3400 米灌溉水渠得以修缮，彻底

解决农田“喝水难”问题。村民黄生月点

赞道：“村里路水电网全覆盖，出门还有

路灯，到处亮堂堂的，我们晚上散步、串

门，感觉很幸福。”机耕道修到田头，让

村民畅享农业现代化。“以前扛着农具

走半小时泥路，现在开着农机直接下

地，效率翻了好几倍！”

为实现产业振兴，工作队注重发展

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帮助该村建设

“油菜+水稻+光皮辣椒+铜鹅+渔业”复

合产业体系。在推进农机服务项目时，

村民对动辄数十万元的设备采购顾虑

重重，担心亏损。工作队带着村“两委”

成员逐户走访，算投入产出账、讲市场

前景；组织村民代表到周边示范村参

观，用事实打消顾虑。最终，社区合作社

购置 8 台农机设备，培训 8 名操作手。设

备试运行期间，操作手因经验不足导致

故障频发，詹永华连续一周驻守维修车

间，联系厂家远程指导，手把手教学。如

今，这支农机服务队不仅完成社区的土

地耕种和水稻、油菜收割，还承接周边

订单，创收超 10万元。

乡村振兴不仅要“富口袋”，更要

“富脑袋”。驻村工作队推动建立党组织

领导的自治、德治、法治融合治理体系，

修订村规民约，推行党员和“三长”积分

制管理；改造村民服务中心，增设调解

室、图书室；为留守儿童举办 10 天暑期

兴趣班，在文体广场建起爱国主义教育

长廊……栗山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华武

说：“工作队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新

思想、新观念。现在村民参与村务的热

情高了，邻里纠纷少了，文明新风扑面

而来。”

驻村帮扶让栗山社区产业发展多点开花

“负债村”逆袭成为“幸福村”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刘洁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蒋 易 薇 
通讯员 胡宝怡）“真没想到，在家

就能注销营业执照，解决了我的大

难题！”5 月 12 日，邵东市灵官殿镇

毛 荷 殿 村 65 岁 的 李 梅 握 着 灵 官 殿

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手连声

道谢。

这温暖一幕正是灵官殿市场监

督管理所“上门办”服务的生动写照。

李梅因腿疾行动不便，日常依靠轮椅

出行，此前注册的公司已无法正常经

营，急需办理营业执照注销业务。灵

官殿市场监督管理所得知情况后，迅

速响应，安排 3 名工作人员携带相关

材料，驱车 10 余公里前往老人家中。

在仔细核实身份信息和经营状况后，

工作人员现场指导老人填写表格、签

字确认，整个注销流程仅耗时 20 分

钟。

近年来，灵官殿市场监督管理所

聚焦群众办事痛点，尤其关注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推出了“预

约办”“上门办”“帮代办”等一系列暖

心服务，将办事窗口从政务大厅延伸

到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该所工

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 200 余户经营户

申报企业年报，确保企业按时完成填

报；帮助 700 余户经营户申请电子营

业执照，助力企业优化政务事项办理

流程和材料，让企业身份在线“一次验

证、全网通用”。

暖心服务架起连心桥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周旭芳 熊依婷 黄一新） 近日，一

场以“夏日耕读·赋能乡村”为主题的农

业技术培训会暨暑期儿童活动启动仪

式，让武冈市湾头桥镇龙泉村农家书屋

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龙泉村农家书屋设计在村老人儿

童之家内，藏书量逾 1500 册，涵盖农业

技术、文学经典、儿童读物、党史学习教

育等多个类别。随着夏季农业生产进入

关键期，且暑期临近，村里依托农家书

屋推出系列惠民活动，既为村民送上

“技术大餐”，也为孩子们搭建起“暑期

成长驿站”。

2021 年，该村筹资筹劳近 30 万元，

创办了龙泉村老人儿童之家。该阵地与

村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深度融合，打

造集阅读学习、健身运动、文明实践、儿

童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成为

深受孩子们喜欢的“课后加油站”和“第

二课堂”。

“我们马上要放暑假了，最期待来

‘小泉学堂’学新知识！”学生王南婷

高兴地说道。利用假期，文明实践员在

儿童之家开办“小泉学堂”，提供课业

辅导、手工创意、经典诵读等课程。平

日里，村里特别策划了“共做一顿饭”

“银发志愿服务”等实践课程，让孩子

们在学习中培养探索兴趣与社会责任

意识。

农家书屋为村民学技术、长本事

的“智慧库”。龙泉村邀请农业专家走

入田间地头，结合夏季果蔬种植要点，

为村民讲解生态种植技术与电商营销

技巧。村民杨雄分享道：“通过书屋的

培训，我学会了用电商平台卖自家种

的粮食，销售额翻了一番。今年村里又

引入数字技术培训，我们对‘瓜果种

植+电商平台+庭院经济’的发展模式

更有信心了！”

农家书屋还是乡风文明的“大舞

台”。近期，龙泉村依托书屋开展了“家

风故事会”“普法进乡村”等活动。每逢

传统节日，书屋都会组织诗词会、手工

体验等活动，让村民感受传统文化魅

力，增强文化认同感。此外，“邻里互助”

行动常态化开展，村民自发参与帮扶孤

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社区氛围愈发

和谐友爱。

从田间地头的技术课堂到书屋内

的琅琅书声，从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到

村民的“精神家园”，龙泉村农家书屋以

书为媒，串联起教育、产业、文化三大乡

村振兴要素。随着夏季系列活动的启

动，这座乡村“黄金屋”将持续释放活

力，为绘就“产业兴、文化盛、乡风美”的

乡村图景注入强劲动能。

武冈市

农家书屋成了乡村振兴“黄金屋”

邵 阳 日 报 讯（通 讯 员 阳 望 春 

李佑江）“八十里大南山果然名不虚

传！我还会带亲友过来旅游。”5 月 8

日，在“中国第一牧场”南山牧场，满眼

翠绿的草山，成群结队的奶牛，入口即

化的酸奶，婉转动听的山歌，让来自广

西桂林的游客陈女士流连忘返。

南山牧场总面积 152 平方千米，

拥有连片天然草山 150 多平方千米，

绵 延 40 余 公 里 ，人 称“ 八 十 里 大 南

山”。南山牧场是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

南山风景名胜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享

有“南方的呼伦贝尔”“中国第一牧场”

等美誉，2022 年入选全国首批“红色

草原”。

近年来，南山牧场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切实做好恢复草原生态、治理

退化草山、建设奶业基地等文章，推

动城步奶业高质量发展。该牧场成立

了场长任组长的退化草地科学修复

工作组，以统筹草牧业建设、科学发

展为主线，全面提升全员业务能力、

提高与各级各部门联动工作效率、提

增实施体系效益，将项目建设与奶业

整县推进、南山国家公园建设等重点

工作有效融合。

牧场草业技术人员与南京农业大

学南方草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中

心专家团队无缝衔接实战经验与现代

科技，力推土、草、畜、生态、民生等整

合发展。科研团队把效率、效能、效益

贯穿各项工作，积极稳步创新，突破业

界难题，实现“全斑秃沙化草地”“土壤

酸碱失衡”“奶牛越冬饲草”“奶牛生产

力提升”等多项技术创新。科研团队自

主发明生物材料、微生物制剂再生土

壤“皮肤”新技术，系统修复了大面积

斑秃草地，让寸草不生的土地焕发勃

勃生机。

此外，南山牧场开辟乡土草品种

培植驯化密码通道，建立“奶农科技

小院”“千亩示范草地”科技走廊。城

步启动了南山 16 个集中挤奶站运营

和 11 个标准化奶牛集中养殖小区建

设规划，建设一个集养殖、观光、科普

为一体的奶牛示范场。目前，奶牛科

学喂养、饲草供应、立体防疫、优化挤

奶、实用技术复制等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

科技创新显威力，广袤草原焕新

颜。据草畜专家测定，南山牧场奶业基

地建设成效显著，项目区植被覆盖率

较建设前提高了 19%，覆盖率达 96%，

斑秃地修复成功率达 100%，牧场草山

每亩每年可产鲜草 3500 公斤，为加快

城步奶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南山牧场

科技来助力 草原焕新颜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周鹏 刘海滨）5 月 13 日，邵阳县开展

2025 年乡村医生能力和服务提升行

动培训，全县 81 名在岗乡村医生齐聚

邵阳县人民医院参加培训。

乡村医生是基层健康防线的“第

一守门人”，肩负着公共卫生服务、基

本医疗和健康管理的重任。“在县人民

医院急诊科的沉浸式学习，让我深刻

体会到专业医疗机构先进的诊疗理念

与规范流程。这些宝贵知识将极大提

升我处理农村常见急症的能力，为患

者争取黄金抢救时间。”该县谷洲镇良

山村艳兰卫生室黄艳兰医生在培训上

收获颇多。

本次培训为期 30 天，采取实地

进修和线上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对

全县 81 名乡村医生展开全面且深入

地培训。培训参照《乡村医生培训教

材》制定培训大纲和评估题库，实训

内容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为

主，包括上呼吸道感染、胃肠道炎、中

暑、腰腿疼痛、特应性皮炎等对症治

疗，清创、缝合、换药、包扎、骨折固

定与转运等外伤处理，灸法、针刺、

拔罐、刮痧、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

孕产妇和儿童诊疗服务，急诊急救

知识等。

邵阳县

81 名乡村医生集中“充电”

5月 8日，雨后初晴，在邵东市黑田铺镇罗江边村，云雾缭绕下的山峦、村庄、公路、水田交相呼应，美如画卷。

李世近 摄 

5 月 11 日，在新宁县金石镇中长村岩口水库中，一群在水中遨

游。近年来，随着该县江河水库水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群结队的水

鸟来到这里栖息。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