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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童中涵）
1 月25日，贵州省铜仁市务工人员张
志富致电新邵县小塘镇党政综合办
公室，感谢该镇工作人员黄智和李儒
在周末加班加点，为自己追回工资
19472元。

1 月 22 日下午 5 时 20 分许，在多
次向小塘镇黄土社区观山页岩砖厂讨
要工资无果后，张志富带着工友来到
该镇便民服务大厅反映情况。虽已接
近下班时间，该镇便民服务大厅工作
人员黄智仍热情接待了这批务工人
员，并及时与砖厂老板取得联系。

据处理这一务工人员工资拖欠问
题的小塘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李儒介绍，由于观山页岩砖厂股东
之间经济纠纷不断，导致这13名务工
人员从去年 8 月开始工资一直被拖
欠，总金额达 64977 元。近日，其中一
个外地股东已预支 10 余万元货款返
乡，工资追缴工作面临重重阻力。

“周五连夜调解未果后，周六我又
赶到砖厂实地协调，最后通过多次电
话沟通，外地股东打回3万多元货款，促成了全部工资支
付到位。”李儒表示，临近春节，镇党委、政府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要求务必重视务工人员工资拖欠问题。民生利益无
小事，虽然牺牲了周末休息时间，但能为外来务工人员追
回“血汗钱”，让他们安“薪”过年，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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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杨坚 刘洪）
又到沃柑成熟时。1月20日，冬日的阳光
格外温暖，在新宁县回龙寺镇大兴村，一
群穿着“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共产党员服务
队”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忙着帮助当地村
民采摘沃柑。

该村六组脱贫户伍四文高兴地说：
“在县供电公司扶贫工作队和村领导的带
领下，这几年全村种了1000多亩沃柑。我
家种了10多亩，去年我家沃柑卖了3万多
元。今年大概有 1 万多斤，预计能卖六七
万元左右。”

大兴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
全村2822人，至2016年，仍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194户786人，贫困发生率达27.85%。

2017年3月，国网新宁县供电公司扶
贫工作队进驻大兴村开展精准扶贫。扶贫
工作队队长、村第一书记曾劲松和村“两
委”成员针对村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5
年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特色产业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的思路。

新宁是全国种植脐橙第一县。大兴村
由于气候、地理条件不适宜发展脐橙产
业，请农业专家论证后，决定因地制宜，改
良土壤，发展沃柑产业。

沃柑属晚熟杂交柑橘品种，具有长势
旺盛、冬季果实落地少、挂果能力强、采收
期长的特点，一般 1 月中旬成熟，采收期
从1月中旬至3月上旬。沃柑果实饱满外
观喜庆，果肉细嫩化渣，多汁味甜。由于是

在3月前后上市，能够与其他柑橘品种错
开上市，因此价格好、销量高。

2017年，该村成立了沃柑种植农业合
作社，带领贫困户在原500亩的种植规模
上新种植沃柑1000亩，聘请专家指导，走
科学种植的路子。2019年，沃柑正式挂果，
并喜获丰收。

如今，大兴村沃柑园每年预计可产果
40万公斤，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贫困户
每户平均增收1万元。该村还组织30多名
贫困劳动力到基地从事除草、施肥等管护
工作，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截至2020年底，大兴村194户贫困户
786人全部稳定脱贫，整村顺利实现脱贫
摘帽。

沃 柑 托 起 村 民 致 富 梦 想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罗理力 刘遐）
“买家找上门，百合不愁销。”1月21日，说
起百合的销售情况，隆回县北山镇百合经
纪人李大江乐得合不拢嘴。

北山镇是龙牙百合的原产地。随着龙
牙百合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该镇许多扛锄
头种田的农家汉子开始当起经纪人。他们
充分发挥生在农村、熟悉农业、了解农民
的优势，活跃在百合种植、加工各个领域，
从事百合收购、储运、销售以及销售代理、
信息传递等中介活动。这批经纪人在发家
致富的同时，对引导生产、搞活流通、实现
增值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估算，2020年该
镇外销的百合达到500万公斤。

北山镇南阳村农民易立伟种百合多
年，曾经历过产品卖不出去的困境。这几
年，在经纪人李大江的“穿针引线”下，百
合价格接连攀升。“没有他们，我们的百合
卖不了那么高的价格。”易立伟说。

外地客商更是离不开这批经纪人。
一位外地客商一语道破个中缘由：“我们
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销地，搞好市场
调研，掌握市场行情，做到货到批发即
可。在货源地需要这些有过多年合作关
系的伙伴。”

李大江介绍，现在这些外地客商只需
把每天的预付款项打进经纪人的银行账
户，用电话报收购价，安排车子来拉货即

可。他2013年开始买卖百合，在隆回与外
地之间往返。应客商的要求，李大江成立了
宝庆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集百合收购、
加工、销售于一体，建立“百合协会+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农户”的现代农业模式，引
导当地农民种植百合7000余亩，并组织隆
回多名身怀一技之长的“百合师傅”以技术
入股的形式，跨省市前往湖南武冈、怀化以
及广西、贵州等地租赁土地种植百合3000
余亩，建成种子百合基地12个、商品百合
基地93个、销售网点38个。

目前，北山镇的百合产品已远销新加
坡、美国等国。由于销售快、价格高，百合
种植产业随之兴旺。

经纪人带活隆回百合产业

无偿献血16年，毕勇收获的无偿献血证和获奖证书各有厚厚一摞。

1 月 21 日，新邵县陈家坊镇新建的农贸市场正式

开业。该市场营业面积约 3500 平方米，有摊位 107 个。

为优化商贸流通环境，美化镇容镇貌，该镇采用疏堵结

合的方式，坚决取缔马路市场，并新建农贸市场，为群

众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石颂军 摄影报道

新邵退休教师毕勇再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小刚，这次新闻上讲国家紧急调集
武汉新冠肺炎康复患者的血浆用于救治
河北的重症患者，可见血液对我们的健康
有多么重要。现在我虽然不能再献血了，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下去。”1月18日，新邵
县新田铺镇长冲铺中学退休教师毕勇语
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道。

现年 62 岁的毕勇，从 2003 年至 2018
年，16年间无偿献血78次，总献血量达到
25300毫升，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了5次。继
荣获2014至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后，2020年，他再次获此殊荣。2009
年初，毕勇还在新邵县红十字会签下了器

官捐赠同意书。
毕勇出生于新邵县的一个知识分子

家庭，父亲是一名科研人员，从小就教育
孩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家庭的
熏陶下，毕勇努力读书，大学毕业后回到
家乡，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说起自己第一次献血的初衷，毕勇
觉得有点愧疚。2003 年 1 月 2 日，他路过
邵阳市人民广场，看到有一辆献血车停
靠在路边。当时他心想着：到车上验个
血，既可以查验自己的血型，还能够免费
体检，何乐而不为？“当时是抱着免费体
检的心态上了车，检验以后发现自己的

身体特别棒，但第一次只献了300毫升的
血。”毕勇说。

通过第一次献血，毕勇了解到献血不
仅对自己的身体有益，还可以挽救他人生
命。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别人讲述了“新邵
献血第一人”黄日强的优秀事迹后，他下
定决心，一定要坚持做一名献血志愿者。

2017 年 7 月 13 日前，毕勇都是献全
血，一年只能献两次。得知捐献血小板可
以帮助凝血功能差的患者，毕勇又开始每
月两次血小板的捐献。

为了让身边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
血的队伍中来，毕勇经常在同事、亲友中
发动志愿者。在他的发动下，已有50多名
志愿者成为了无偿献血积极分子。

毕勇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拉入到无
偿献血队伍中来。大儿子目前在深圳工
作，每年两次献血已成常态。小儿子毕志
刚受父亲的影响也很大。在他 18 周岁生
日那天，父亲带着他来到市中心血站，用
献血400 毫升作为“成人礼”。如今，21岁
的他，已献血10次共2700毫升。

“国家提倡 18 周岁至 55 周岁的健康
公民自愿献血。我申请献到了 60 周岁。”
毕勇说，“虽然现在不能继续献血，心中有
点遗憾，但我将积极投身于无偿献血有关
的公益事业。”

无偿献血 16 年
相当于全身“换血”5次

通讯员 刘丈国

(上接2版)

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上档次

“今年的目标是实现产值达千万元！”1月14日，白水
洞村的虎九雾语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谭德友表示。

“以前我的茶坊就是个不到30平方米的小作坊，一年
能挣个几万块就不错了，规模小，也没有品牌力。”谭德友介
绍，2015年湖南大学设计院来到村里，从包装、加工、品牌
到营销给予指导和帮助，并出资5万元设立茶厂品牌提升
项目，今年有望入选中国茶叶蓝皮书。

公司成立以来，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的
经营模式，生产基地辐射面积已达1200余亩，带动茶农
165户，解决就业人数1000余人。

发展的不仅仅是茶叶，还有富硒大米、羊肚菌等特色
产业。

工作队进驻后，通过调研发现，白水洞村海拔高、气
温低、日照长，适宜水稻生长，土壤富含硒元素。工作队
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富硒水稻生产。

然而，村民们的积极性并不高。面对村民的顾虑，工
作队轮番上门动员，当时在白水洞村挂职村支部第一书
记的曹镠找到村民李修祥，让他牵头，最后通过众筹出资
的方式，承诺实产实销，才动员了33户村民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腾出57亩水田种植富硒水稻。

2015年，首批试种的富硒水稻大获丰收，并卖出了
“肉价钱”。李修祥回忆：“一亩田增收了1000多元，比过
去翻了一番还不止。”见到效益的村民们积极性高涨，大
家2016年纷纷来找他申请种植富硒水稻。2016年5月，
村“两委”商议，在全村选择70亩优质梯田，由李修祥等7
户农户牵头建立隆回县九凤白水洞富硒水稻专业合作
社，出资购买农资，免费分发给贫困村民种植，合作社对
种出的合格水稻以高于市场价回收。湖南大学则将打造
出的“花瑶白水洞富硒大米”品牌、技术、外观设计等授权
给村集体，村集体以技术、资金参与合作社。每年村集体
获得的分红用于村基层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
等工作。与此同时，湖南大学各相关专业也开始为富硒
米加紧“造势”，请来名设计师与湖南大学师生共同设计
白水洞富硒米的包装与品牌，提升富硒米附加值，计算机
专业则负责打造电商平台。如今，合作社已流转土地
205亩，将87户贫困户纳入其中。富硒水稻年产量突破5
万公斤，产值超过100万元。

康添慧介绍，下阶段将针对地域特色遴选实施一批
重点项目、特色项目，将白水洞村打造成“试验示范
区”，凝练可推广、可复制的高校扶贫经验与模式，以点带
面助力隆回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衔
接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