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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面积6分大的钩藤地，今年估
计可以产300千克左右的药材，至少可以
收入3000元。”8月30日上午，看着自家
地里长势茂盛的中药材，武冈市文坪镇
三联村村民李清华欣喜地估算着今年的
收入。李清华说，自己2011年加入合作社
后，修整了8亩荒山荒地种植药材。今年，
他种的中药材丰收在望，加上在合作社
的务工收入，估计年收入会超过5万元。

李清华说的“合作社”，是武冈市
民富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的
创建人，正是“全国优秀农民工”“邵阳
市优秀共产党员”周作枚。

瞄准荒山掘“绿金”

周作枚是文坪镇安心观村人。高
中毕业后就外出打拼的她，2009 年冬
响应武冈市委、市政府的号召返乡创
业，在镇上开了家百货超市，并做起野
生中药材收购生意。一段时间后，她发
现野生中药材资源有限，远远满足不
了市场需求。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周
作枚将经营思路转向了中药材种植。

武冈市地处衡邵干旱走廊，境内多
喀斯特地貌的丘陵山地，不利于农作物
生长，导致荒山荒地较多。“利用空地、
荒山种植中药材，既可以创收，又可以
改变家乡面貌。”周作枚决心奋力一搏。

可是，当周作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乡亲们时，质疑声四起，他们不相信严
重缺水的荒山荒地能种植好中药材，不
相信靠种中草药能赚大钱，也不相信一
个年纪轻轻的姑娘能搞起药材产业。

2011 年，周作枚在一片质疑声中
创建起武冈市民富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并千方百计说服3户村民与自己合
作，种植了3.5亩白花蛇舌草。

出人意料的是，周作枚种植的中草
药不仅在旱地上长活了，而且实现了大
丰收。当年9月收获白花蛇舌草时，平均
每亩收入4500多元。这一成功，让村民
们大吃一惊，就连当初质疑她的人也纷
纷请求加入合作社，一起种植中药材。

为保障药材种植户有长期稳定的
收益，周作枚积极开拓销售渠道，与多
家药材收购厂家及药材销售商签订了
长期销售合同。种植户缺乏技术，她就
与农业、科技等部门建立技术合作关
系，邀请专家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在中药材品种选择上，周作枚尽量选
环境适应性强、种植要求简单、附加值
高的品种，既减轻种植户的劳动强度，
又能助他们稳定增收。

带领乡亲奔富路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周作枚，吃过许
多苦，深知脱贫致富的重要性。所以，她
在创建中药材专业合作社时，就把实现

“民富”作为自己和公司的“初心”。
周作枚坚持不懈地鼓励群众将撂

荒的土地重新开发利用，发动他们参
与药材种植。在她的带动下，许多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空巢”老人、有一定
劳动力的残疾人士，纷纷加入合作社
发展中药材种植。至2020年底，文坪镇
及周边 12 个村共 3260 户农户参与了
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4000多亩，年产
各类药材1800多吨，年产值超过2000
万元，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

双龙兴村的佘武林，因为身体不
好，以前是村中典型的贫困户。佘武林
加入民富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后，自家
的荒地里“长”出了钱，还在合作社务
工拿起了工资。两份收入，让他很快就
摆脱了贫困。

富美乡村满目春

经过十年奋斗，周作枚带领村民
走出了一条致富新路，改变了山村面
貌，为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
村打下坚实基础。

(下转4版)

敢 叫 荒 山 变 金 山
——记“全国优秀农民工”“邵阳市优秀共产党员”周作枚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马力 实习生 周晓琳 王子聪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文雅丽 通讯员 唐萍萍）8 月
30 日上午，邵阳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组织开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6
周年“讲述抗战故事，传承红色家
风”家庭文明建设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分为讲述抗战故事、
合唱抗日歌曲、交流家风传承、交流
心得体会 4 个部分。在民警张亮

《赓续红色血脉，永葆抗战精神》的
演讲中，活动拉开序幕。紧接着，3
名民警分别从认识历史、感悟历史、
不忘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抗战故事。

随后，该所青年民警情绪高昂合唱
贺绿汀所作抗日歌曲《游击队之
歌》，把活动推向高潮。

活动最后，民警家属畅谈心得
体会和感悟。他们纷纷表示，要继
承先烈遗志，传承良好家风，将爱
国、爱党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将个人家庭发展与民族复兴大业相
融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讲述抗战故事 传承红色家风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谢小军）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消除
安全隐患，8月23日上午，双清区
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相关部
门和单位，召开双清区空中缆线专
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近年来，随着通讯网络迅猛发
展，种类繁多的架空线缆犹如“蜘
蛛网”，使城市上空杂乱不堪。此
次会议明确了双清区空中缆线专
项整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时限，并

就如何推进整治工作进行了交流
发言。

会议指出，空中缆线乱拉乱飞
现象不仅影响双清整体形象，而且
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隐
患，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突出
重点，落实属地责任，做到点、线、
面相结合，协调责任主体单位对标
对表统筹推进空中凌乱缆线清理
整治工作，做到全覆盖、不留盲区
和死角。

整治“空中蛛网” 消除安全隐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姚红齐） 8月31日晚，大
祥区组工干部读书会启动仪式暨第
一期读书分享会在湘中图书城举行。

当天，在读书分享会现场，中国
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
著名作家刘诚龙作为特邀嘉宾，以

“湖南人的读书与成才”为题作主题
讲座。3名读书会成员围绕《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结合本职工
作，分享心得、相互启发、共促提高，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据了解，今年8月以来，大祥区
在全区组工干部中启动“学讲话、精
业务、强本领”主题活动，持续开展
以“每年精读四本书，每季发表一篇
千字文，每月一次读书会学习交流、

每天阅读半小时”为主要内容的读
书学习活动，通过阅读优秀书籍，推
动全区组工干部静心读书、静心思
考，全面提升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
此次活动就是系列读书学习活动的
第一场。

下一步，大祥区委组织部还将
通过读书沙龙、红色教育基地游
学、基层微宣讲、打造“品经典话感
悟”平台、建设清廉机关等多种形
式，常态化开展读书活动，在全区
组工系统营造浓厚的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氛围。

大祥区启动组工干部读书会活动

书香为伴 共促提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陈拓） 8 月 30 日，国网
邵阳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来
到市湘郡铭志学校，对线路和用电
设备开展“体检”，以坚实臂膀撑起
新学期校园安全用电“保护伞”，确
保开学“电力十足”。

开学在即，经过暑期高温天气
和雨水侵蚀后，校园部分用电线路
和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和损坏
现象，而开学后用电负荷陡增，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为切实做好各县市
区中小学开学保供电服务工作，给
广大师生营造良好的供用电环境，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抢抓开学前时

机，开展专项服务，组织共产党员服
务队采取网格化管理方式，深入供
区所辖中小学校“把脉会诊”，重点
对学校内配电房、教职工及学生宿
舍、食堂等用电情况进行彻底排查，
及时维修和更换配件。对无法通过
维修解决的隐患和问题，及时向校
方反馈，发放问题整改通知书，督促
校方按期整改到位。

该公司还将针对校园内电工、任
课教师等人员开展安全用电宣传，计
划在走廊、图书室等醒目位置更新安
全用电趣味告示，教育和引导师生提
升安全用电意识，在校园内营造安全
用电、节约用电的良好氛围。

“电力问诊”为开学“充满电”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许望忠
王璟玢） 近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邵
阳县支行营业部客户经理孙剑波上门
为金江小区的张阿姨核实社保卡信息，
并叮嘱道：“现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因为您的社保卡一直没有开通使用，
我们核查确认后，您带本人身份证和社
保卡到我们邮储银行激活后就可以使
用了。”张阿姨连声道谢：“在这特殊时
期，你们还上门核查社保卡，真是太细
心、服务太好了！”

按照上级有关要求，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邵阳市分行须对全市 7 县 2 市
共 46.7 万张社保卡进行核查，核查范
围广、任务重、时间紧。为了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邮储银
行邵阳市分行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迎难
而上、积极作为，展现邮储担当。

邵阳县外出务工人口多，核查工
作难度大。孙剑波是邮储银行邵阳
县支行的一名客户经理，也是一名共
产党员。8月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群众普遍响应号召减少出行。孙
剑波每天头顶烈日出门，逐家逐户上
门核查社保卡，经常披星戴月回家，
终于赶在人社部门关闭系统之前完
成录入。

在邵阳邮储银行系统，像孙剑波
这样的共产党员还有很多，他们积极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开展优质服务，认
真上门核查，确保 46.7 万张社保卡全
部核查到位，无一差错，不漏一张。

疫期上门服务展现邮储担当

9月1日，新学期
开学第一天，双清区
华竹小学特别制作了
精美的“2021 迎新礼
牌门”迎接新生。通
过满满的仪式感让一
年级新生感受到入学
是人生中的一件大
事，是走向成才的起
点，以此激励孩子们
勤奋学习。当天上
午，该校一年级 6 个
班共300名新生入校
报到。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