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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在绥宁县水口乡
新哨村，市总工会派驻该村帮扶
的扶贫工作队队长罗素云一大
早便带着队员来到田间地头，帮
助五保户抢抓农时插秧种田，为
贫困户的药材基地翻地除草。

“6年驻村帮扶，从城步到绥
宁，我亲历了两个村大大小小的
变化。看着果树长大挂果，看着
百姓脱贫致富，看着村里面容转
变，看着贫困村走向新农村，心
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说起6年
来驻村扶贫的经历，罗素云的话
语轻描淡写。但她6年来的辛勤
付出，却深深铭刻在乡村干部和
她帮助过的贫困户心里。

产业扶贫结硕果

2015年3月31日，罗素云作
为团市委派驻的扶贫工作队队长，
进驻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白岩
山村开展扶贫。该村水、电、路等各
项基础设施都非常薄弱，村民经济
来源主要靠种地或外出务工，2014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3200元。
得知村里已经有人种了200

亩苗香梨，效益不错，罗素云当即
萌发了将苗香梨做成扶贫产业的
念头。她随即联系并邀请省农科
院的两位专家到村里实地调研。
经充分考察，专家们认为白岩山
村海拔较高、土壤气候条件很适
合种苗香梨。有了强有力的科学
依据，工作队开始走村串户，做群
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以扶贫
资金变股金、土地变股权、贫困户
变股民等形式加入合作社，并采
取“合作社+产业+农户”的模式，
致力做大做强苗香梨产业。罗素
云还提议，将县里发放的每名建
档立卡贫困村民每年1200 元的
产业帮扶资金作为股金入股。

经罗素云多方奔走，共为白岩
山村争取扶贫资金400多万元，修
路架桥、改水改电、安装路灯、改造
村部，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同时，通
过以奖代补，2017年，该村苗香梨发
展到了2344亩，产值达350万元。通

过“互联网+扶贫”，苗香梨走俏四
方，供不应求。2016年12月2日，全
省电商扶贫现场会在城步召开，白
岩山村作为电商扶贫的典型，被确
定为参会代表的现场观摩点。截至
2017底，白岩山村顺利整体脱贫。

汗水浇灌一朵花

2018年3月，罗素云顺利完
成在白岩山村的扶贫工作，由团
市委调到市总工会。因上一轮驻
村扶贫表现突出，市总工会决定
继续派她进驻绥宁县水口乡新
哨村开展扶贫工作。

“接到这个指令，我其实有点
犹豫。当时，我女儿马上就要高考
了，而年近90岁的父母身体也不
好，需人照顾。丈夫在上海工作，实
在也指望不上。”然而，想到贫困群
众那期待脱贫的热切眼神，罗素云
又毅然踏上了新一轮的扶贫之路。

进驻绥宁水口乡新哨村后，
为了帮助89户214名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罗素云又带着大家栽种

了一株“药材花”。经过多次在村
落召开院落会，她决定引领贫困
户发展吴茱萸种植。

“吴茱萸适宜当地栽种，而且
出产后每亩可创收8000元以上，比
上山砍伐南竹收益更高，劳动量也
减小很多。”2019年，罗素云争取到
15万元资金，带着队员从广西购置
了220亩地所需的茱萸苗回村，同
时邀请专家驻村指导，统一技术、
统一管理、统一发放苗木。她扛起
锄头，再次翻山越岭地带头种植。

在新哨村，罗素云带着队员
四处奔走争取资金，投入35万元
用于竹林道建设、组道水泥硬化和
水利设施建设，投入近10万元发
展40亩黄桃种植，投入10万元给
全村每人免费发放4至5只鸡苗，
同时免费举办种植养殖培训班、月
嫂及家政服务培训班，确保每个贫
困劳动力掌握1至2门实用技术。

在罗素云的帮扶下，贫困户
都有了脱贫致富的门路。一片
片果园、茶园、药园兴建起来，
成了老百姓的“绿色银行”。罗
素云，回望 6
年 驻 村 扶 贫
路 ，再 苦 再
累，也感觉很
值得。

罗素云：深耕六年，为民蓄起“绿色银行”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宋初发 李斌

在距离城步苗族自治县县
城50多公里的五团镇金童山村，
有一个“芝麻学堂”。在这里，城
步的创业青年们可以跟着知名
主播免费学习如何直播带货。这
是该县大力开展直播培训的一
项创新举措，率先建成全省第一
个山区直播培训基地。

“这些东西我原来想花钱学，
但苦于城步没这样的老师教，现
在政府这个‘芝麻学堂’办得太好
了！”5月24日，在“芝麻学堂”的教
学直播间里，跟着老师学习如何
介绍产品卖点后，城步80后创业
青年江娜连连感慨受益匪浅。

5月24日是金童山村“芝麻
学堂”建成后第一次开展培训的
日子。经过一个多月的整修，一栋
旧木房被改造成独具民族特色的
直播培训基地。培训老师讲解时，
参训学员纷纷掏出手机，按照老
师讲授的技巧练习构图、选景。窗
外的金童山、屋外走过的一群小
鸡、隔壁院内的新鲜蔬菜，都成了
手机中迫不及待被展示的风景。

据城步苗族自治县直播培
训项目负责人欧江曲介绍，此次
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网上开店
流程展示、短视频拍摄技巧演示
及直播基地实地培训等，希望通
过培训让参训的50多名学员掌

握最基本的网络销售技巧。接下
来，直播团队还会挑选一些优秀
学员，进行手把手的教导。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陕西考察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
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
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
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

此后，在金童山村联点县领
导——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常
委、副县长刘书军的指导下，该村
向县扶贫办申请了一个利用互联

网推动销售农副产品的扶贫项
目，邀请专业的“乡村芝麻官”淘
宝直播团队到村里来帮助完成。

接下这个任务之后，直播团
队立马入驻金童山村，一方面通
过每天的直播来销售当地农副
产品；另一方面，为了推动当地
直播行业快速发展，带动全民直
播，他们在村里新建了
一个直播培训基地，对
那些有兴趣学习在网
上开店、利用短视频或

直播带货的当地村民进行培训。
“芝麻学堂”应运而生。

“我自己平常也喜欢在直播
间购买东西，对直播带货很感兴
趣，一直想学。”90后佘媛秀是金
童山村村民，大学毕业后成为县
邮政公司的一名职员，她希望将
这几天在“芝麻学堂”学到的东
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为家乡
销售更多农产品。

商务部驻村扶贫干部、金童
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曾劭轩在谈起
村里的直播培训基地时表示，当前
直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通过打造
这样一个直播培训基地，可以引领
当地进入“全民直播时代”。

“在县委、县政府的推动下和
扶贫干部的努力下，当地村民的
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从
原来不知直播带货为何物，到如
今纷纷参与网络直播，推介苗乡
生态特色农产品。”刘书军表示，
政府联合企业开展直播培训的目
的，就是让苗乡百姓在5G时代真
正把握住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
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大道
上越走越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大山深处，有个“芝麻学堂”
这是全省首个山区直播培训基地，创业青年在此跟着知名主播免费学直播带货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阳望春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关杨博 熊小洋
唐丽 刘建华） 5 月 21 日至 22 日，省绿
色食品办调研员符保军率农产品地理标
志审定专家组来到武冈市，对“武冈铜
鹅”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进行现场审定
和品质鉴评，并一致同意“武冈铜鹅”通
过现场审定。

专家组对武冈铜鹅的生产地域范
围、品质特性、市场需求等情况开展审定
和现场鉴评后认为，武冈铜鹅资源丰富、
品质优良，产品开发潜力大，产业前景广
阔，是产业扶贫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就武冈市下一步参加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评审答辩，专家组建议，不断完善申报
资料，深挖“武冈铜鹅”文化内涵，根据修
订意见认真斟酌“武冈铜鹅”农产品地理
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地方政府要高
度重视，尽快出台“武冈铜鹅”监督管理
措施，对产品品质、养殖技术等加强指
导，为顺利申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奠定基础。

农产品地理标志不仅经济附加值高，
还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区域特色农产
品经济的发展源泉，更是地方特色的推介
名片。近年来，武冈市农业农村局坚持将农
产品地理标志工作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质
量兴农战略、农业绿色发展中谋划推动，推
进农业品牌建设不断登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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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风和日丽，行走在隆回县小沙江镇肖家
垅村，只见一座座宽敞明亮的房屋与青山相映成趣，一
条条宽阔整洁的村道四通八达。该村11组村民李叙平
感慨：“人居环境整治搞得好，农村环境卫生变化真大！”

肖家垅村位于小沙江镇西南部，人多地广。长期以
来，村民卫生意识差，存在乱扔垃圾等生活陋习。2016
年以来，在新一届村“两委”和驻村干部的带领下，全村
群众致力脱贫致富，改变落后面貌。近年来，该村相继
完成了村级服务平台设施建设和村学校建设、2700米
公路硬化建设、自来水入户工程。

我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该村在镇
党委、政府指导下，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实行分片负
责，户卫生实行月评比，或表彰奖励，或限期整改，多次
整改不到位的按村规民约进行处罚；落实“门前三包”，
确保“人人都是保洁员，个个都是志愿者”，推进村庄环
境、卫生、保洁常态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赢得民心。李叙平说：“我们组
人口多，垃圾也多，自从组内实行卫生包干制后，房前
屋后、河流公路，垃圾几乎绝迹。”

卫生状况变好了，村民的精气神更足了。肖家垅
村党支部书记欧阳桃花介绍，目前，该村正在对村部
周围进行美化建设，对村里实施亮化工程，同时大力
推进禁炮和丧事简办工作，这个偏远山村正变得日益
美丽、文明。

环境大整治 靓了小山村
邵阳日报记者 肖燕 通讯员 彭丽梅 匡雅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莫梦娜）
5月19日，望着新架设的供电线路，绥宁县兄弟种养合
作社负责人杨聪高兴地说：“感谢供电公司帮我的养猪
场架设了专线，这下我可以扩大养殖规模了。”

绥宁县兄弟种养合作社位于该县东山乡牛背岭
村，由杨聪等5名当地青年创办。成立之初，该合作社规
模较小。今年4月，杨聪决定利用合作社旁边的空地以
及承包村里的荒山建设一个大型生猪养殖基地，扩大
养殖规模。然而，由于该养殖场原供电线路为分线路，
供电半径大、线径小，满足不了养殖场扩建后的供电需
求。为此，国网绥宁县供电公司主动为其开辟绿色通
道，根据地形，新架一条10千伏专线，并为其统计养殖
场的设备容量，规划设计1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供电。

近年来，国网绥宁县供电公司已陆续为该县境内
的9个养殖场安装专变供电，架设10千伏线路13.69千
米，配变容量1680千伏安，有力促进当地养殖业发展，
助力产业扶贫。

供电牵专线 农户笑开颜

为确保资江新邵县城段水清岸绿，该县环卫所每

天安排6艘环卫船，对该河段河面及河岸进行保洁作

业，每天打捞、清理垃圾6吨。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何 雯 摄影报道

▲学员们在“芝麻学堂”跟着知名主播免费学直播带货。

自 5 月 19 日起，国网隆

回县供电公司雨山供电所电

力工人对辖区范围 10 千伏

线路周边进行巡视和砍青扫

障，并为周边村民检修排障。

图为该所员工在雨山铺镇双

冲村为用户处理表计故障。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刘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