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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新

宁县崀山镇深冲村

高山云雾茶基地，

茶农在给茶树追施

有机肥。日前，该村

积极组织茶农全面

开 展 夏 季 茶 园 管

护，力促茶产业提

质增效、茶农稳产

增收。

石国兴 摄

6月20日，在邵阳县黄荆乡腊树村的

油茶套种迷迭香基地，种植大户杨靖正带

着 10 多个农户穿梭在山坡间，将一株株

芬芳碧绿的迷迭香收割、绑扎、装车。

人群中，腊树村村民刘美娥干得最

欢，笑得也最甜。“迷迭香可以增加我们

的收入，我在基地做些施肥、浇水、除草

的工作，每个月有 2000 多块钱收入。”刘

美娥说道。

2021 年，在长沙经商多年的杨靖回

乡创立了湖南奥金农业休闲有限公司。出

身农村的她对家乡土地有着深深眷恋，农

业成为她创业的首选项目。“黄荆乡的地

理位置特殊，能在这里种植的农作物不

多。”杨靖捧起一株迷迭香介绍说，这里地

处衡邵干旱走廊，季节性缺水严重，山间

裸露的基岩使得养分缺失，600多米的海

拔，让储水、引水灌溉都成了难题……传

统农业的初始条件“先天不足”。

“缺水少土，到底能不能发展种植

业？”带着这些困惑，杨靖深入了解邵阳

县油茶产业的现有条件和发展前景，结

合油茶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等问题，选择

了“油茶+中药材”的林下套种模式。

确定种植模式后，种什么？怎么种？

实践才能出真知。最初，杨靖在油茶林下

种植了黄精、迷迭香等 4 类中药材，只有

迷迭香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顽强存活。

就像迷迭香遇到石灰岩，根部向四周

散开汲取养分一样。油茶林下套种的探索

之路上难免遇到困难，需要逐一克服、击

破。为进一步提高迷迭香产量、提升迷迭

香的综合利用率，杨靖的丈夫到日本大阪

留学3年，认真学习迷迭香种植技术。

如今，夫妻2人种植的迷迭香出油率

在3.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出油率2%。因

成色好、出油率高，杨靖在业界小有名气，

自然不愁销量。“我应该是村里第一个把

产品销往国外的。”杨靖略带骄傲地说，今

年湖南奥金农业休闲有限公司共收到来

自欧洲、东南亚地区的订单合计24.5吨。

2025 年，杨靖在黄荆乡发展了 44 公

顷油茶套种迷迭香产业，产值达 180 余

万元，但这些产量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

要。在邵阳县政府的支持和推广下，湖南

奥金农业休闲有限公司通过与种植大户

签订保底回收合同，提供技术支持，带动

周边地区如永州以及武冈、洞口等地合

计约 800 公顷土地种植迷迭香，为乡村

振兴开辟了新路径，播种了新希望。

新的希望在家乡点亮，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游子返乡逐梦。在贵阳做了20多年手

机生意的刘卫军，今年4月份回到家乡，看

到曾经的荒山如今绿意葱茏，他决定留下

来建设家乡。今年，刘卫军发展了约5公顷

油茶套种迷迭香产业，前期投入的8万元

资金大多由补助覆盖。2个月来，刘卫军整

天在山坡间来回穿梭劳作，原本白净的手

臂如今已被镀上一层麦色。“累是累，苦是

苦，值也是当然值。”刘卫军笑着说道。

邵阳县

油茶套种迷迭香 播种致富新希望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吴智睿

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曾彥菲 
通讯员 罗军）6 月 24 日，洞口县杨林镇

全体镇干部在繁华地段集中宣传安全生

产、禁毒、反电诈等政策和知识，同时向

居民宣传该镇创新设立的“六零”热线：

7226060。他们告诉居民，有任何需要解

决或了解的事情，都可以拨打这个服务

热线向镇里反映，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

处理。

“这个热线开通后，像原来村里垃圾

转运不及时等情况，现在只要半小时就

解决了，并且还有电话回访，办事方便多

了……”在杨林镇芭蕉村院落会上，村民

们细数“六零”服务热线开通以来的新变

化。不久前，塘下村 15 组的夏女士拨打

“六零”服务热线，说路上垃圾桶里的垃

圾过多，需转运。热线工作人员迅速联系

垃圾转运公司，半小时后，垃圾清场。

目前，杨林镇每天产生垃圾在 8 吨

至 10 吨。为了保证垃圾日产日清、随产

随清，该镇将 7226060 服务热线粘贴在

群众日常使用的垃圾桶上，做到全镇转

运点全覆盖，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服务热

线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全镇的环境卫生

呈现出新面貌。

在精细化解决问题的同时，如何让矛

盾化解在源头，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社会力量是关键。

该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结合片组邻“三长制”工作，积极开展“点

亮微心愿，党群圆梦行”活动，组建志愿服

务队，发动村民代表入组入户，针对利剑

护蕾、防溺水、拆伞带帽、交通顽瘴痼疾等

开展入户政策宣传和常态化设卡专项整

治，推动服务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

倾。根据每月民情分析会、每季度民情恳

谈会，该镇定期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依托

“六零”服务热线及时处理，真正做到共建

共治共享，打造乡村服务“新模式”，让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今年5月中旬，该镇居民肖先生因建

房占地与邻居发生纠纷，于是肖先生拨打

了热线。镇里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先

后做了几轮协调，最后化解了矛盾。6 月

初，肖先生通过热线反映办产权证的问

题。该镇马上安排矛盾调解工作小组、驻

村干部赶到现场调查核实，问题得到妥善

处理。小籽花生种植户李先生通过热线联

系上该镇农业技术人员，得到及时的技术

支持后说：“热线是我们的桥梁，一头是困

难，一头是办法，对我们太有用了！”

杨林镇

 民声直达有“六零” 一条热线通基层

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王小石）6 月 24 日，洞

口县大屋瑶族乡云山村党支部

副书记、“洞口妈妈”兰淑琳忙

于整理“利剑护蕾”、防溺水等

工作资料。每到周五，她就会来

到结对联系的女童小兰家，与

小兰聊聊天，说说心里话。兰淑

琳说：“村里的 7 名‘洞口妈妈’

常态化开展防性侵、防溺水等

工作，对少年儿童尤其是女童

进行全方位关爱，家长们非常

欢迎。”

今年，该乡制定“洞口妈

妈”护蕾成长儿童志愿服务工

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

项措施落实到位。72 名志愿者

组成服务队，与 69 名重点儿童

签好结对联系卡。志愿者们与

儿童监护人深入沟通，全面掌

握儿童的身心健康状况，进行

风险排查、安全教育等。

大屋瑶族乡党委、乡政府

和驻村帮扶后盾单位在大屋九

年一贯制学校开展“利剑护蕾”

宣讲专题活动 8 次，发放“爱心

包”、政策宣传卡300多张。驻岩

龙村后盾单位洞口县人民检察

院和驻青山村后盾单位洞口县

科工局先后多次来到大屋九年

一贯制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让“利剑护蕾”等知识深

入人心。结对帮扶工作队员结合

乡村振兴走访，向儿童及其监护

人宣传儿童权益保护的基础知

识和相关法律。同时，该乡工作

人员积极与在外经商能人联系，

成立了大屋教育基金会，社会总

捐资金额 80 多万元，为儿童健

康成长提供经济保障。

大屋瑶族乡

安 全 护 航 花 蕾 绽 放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罗红梅）6 月 19 日，邵东

市救助站联合多部门共同举办了

“织密救助网络，筑牢安全底线”主

题开放日活动，传递社会救助的责

任与温度。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流程

讲解、政策解读、案例展示和数据

图表，生动呈现了邵东市救助站在

流浪人员帮扶、困境儿童关爱等方

面的工作成效。工作人员还精心准

备了政策手册、便民联系卡和防暑

用品等小礼品，并发放至群众手

中，让救助知识“随身可查”。

群众在社工引导下参观了该

市救助站生活区、物资室等功能区

域，切身感受规范化、人性化的救

助环境。工作人员还结合安全生产

展板与实操演示，重点强调了消防

安全、食品安全等保障措施。

当天，该市救助站“夏季送清

凉”专项行动同步启动。未来 3 个

月，该市救助站将动员社会力量提

供求助线索，开展街面巡查，方便

临时遇困人员应急避险。

邵东市

织密救助网络 兜牢民生底线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严钦龙 

刘剑平）“人大监督强法治，公平正

义心中记，矛盾纠纷依法理，和谐

家园共努力……”6 月 20 日 11 时

许，阵阵悠扬的歌声从城步苗族自

治县丹口镇桃林村法治广场传来，

原来是村民在用自编自导的“法治

山歌”向游客团队普法。

桃林村居住着汉族以及苗族、

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其中苗族

人口占 95%。每逢重要节日和重大

活动，这里的苗族群众都会身着盛

装，以歌会友、以歌传情。近年来，

该村先后被确定为市、县人大的基

层立法联系点。

为推动普法立法工作，桃林村

组建了由人大代表、普法志愿者和

山歌爱好者等组成的“法治山歌

团”，多次邀请专家开展业务培训。

山歌团通过对唱、合唱、说唱等多种

形式，深入开展法治山歌“进村居、

进集市、进校园”系列普法活动。目

前，他们累计创作法治山歌 50 余

首，发放《法治山歌手册》200多册，

举办山歌普法活动30余场次。

为了在相关法规的制定过程

中广泛听取民意，山歌团编写山歌

进行传唱，让群众事先了解法规内

容。“巫水清清是家园，保护条例要

周全，污水垃圾不乱倒，青山绿水

万万年。”《城步苗族自治县巫水保

护条例（草案）》的山歌被传唱后，

桃林村群众积极参与立法过程。最

终，他们提出的多条建议被市、县

人大采纳，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贡献了“基层力量”。

桃林村

编唱法治山歌 助力普法立法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 讯 员 王 茜 霆 刘 洁）6 月 25

日，由武冈籍企业家周建华捐赠的

500 台定制喷雾风扇顺利抵达武

冈，并交付至邵阳市第四届旅发大

会筹备组。这批价值上万元的“科

技清凉”设备，承载着在外游子对

家乡的深情。“这些年家乡发展得

越来越好，作为武冈人，我也想为

旅发大会尽一份力。”周建华说。

今年 50 岁的周建华是武冈司

马冲镇人，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创

业，目前经营一家专营小家电出口

的企业。6 月初，他在老乡群中得

知武冈将承办邵阳市第四届旅发

大会的消息后，立即决定捐赠一批

实用物资。“当年考上大学时家境

困难，是乡亲们 5 元、10 元凑齐了

我的学费，现在有能力了，回报家

乡是应该的。”周建华说。

此次捐赠的喷雾补水风扇是

周建华公司出口欧美的主打产品。

为体现家乡特色，他特意推迟原定

出口订单，亲自参与设计。风扇采

用红橙双色搭配——红色象征武

冈人民的热情，橙色寓意丰收喜

悦，并通过 UV 印刷工艺将“千年

古城、福地武冈”的标语立体呈现。

“风扇兼具降温与喷雾功能，特别

适合户外使用，嘉宾们游览古城时

既能解暑又能拍照留念。”周建华

介绍时充满自豪。

旅发大会筹备组对周建华的善

举表示衷心感谢。据悉，这批风扇将

用于嘉宾接待、志愿者服务等关键

环节，既解决高温天气下的实际需

求，也成为展示武冈人文关怀的窗

口。“周先生的捐赠不仅提供了物质

支持，更让我们感受到在外游子对

家乡的牵挂。”筹备组工作人员说。

游子捐赠 500 个喷雾风扇支持旅发大会

“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

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6 月 16

日，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教师杨佩

佩向学生们说道。这位深耕教坛多

年的“园丁”，用爱心浇灌幼苗，以

智慧培育栋梁，将一个个班级打造

成充满活力的成长乐园，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

育人理念。

在华夏方圆学校的“奋进班”，

杨佩佩以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

为指导，构建了特色班级管理模

式。她根据学生的特长因材施教，

在班上实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

人管”的自治格局。量化管理是她

的又一法宝，作业工整、纪律进步、

主动值日等积极行为可获积分奖

励，违规行为则相应扣分。每周五

的“积分兑换会”上，孩子们可凭积

分兑换“免写作业券”“与班主任共

进午餐”等奖励。

为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她发起

“三个一”工程：每日一篇古文诵

读、每周一张手抄报、每月一次读

书分享会。最令孩子们津津乐道

的，是班歌《手牵手一起走》的诞

生。一次课堂上，学生李卓尔哼唱

家乡歌曲《大祥》，激发了杨佩佩的

灵感。她组织全班以校园生活为主

题重新填词。从“让我感到幸福的，

是老师的守候。”到“在风风雨雨的

日子里，让我们手牵手。”字字句句

凝结着学生的真情。

从渡头桥中学到华夏方圆学

校，从青涩教师到教研组长，杨佩

佩始终怀揣对教育的赤诚之心，在

三尺讲台躬耕不辍。她用爱编织学

生的成长故事，以智慧照亮教育的

前行之路，正如名言所说：“教育不

是牺牲，而是享受；不是重复，而是

创造；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命

价值的体现。”

耕 耘 沃 土 育 桃 李
爱 洒 杏 坛 铸 师 魂

——记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优秀班主任杨佩佩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