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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干净、美观的莲荷村村道沿途。

▲陈冬梅在观看
黄桃长势。黄云 摄

▲▲台上村景台上村景。。

“宽敞的草砂路像绸
缎般穿过村庄，崭新的路灯照亮

我回家的路。”“我家住上了新盖的房
子，宽敞明亮。”“教育帮扶圆了我的大学

梦，让我走出村庄，走近心中的梦想。”“村集体
经济收入可观，我们每年的分红越来越多。”……
乡村振兴新风貌扑面而来，老百姓道出了心中的
无限欢喜。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农民群众
生产生活需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领域重点工作，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中铿锵前行，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上迈上新的

台阶，一幅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
乡村振兴美好画卷在宝庆大地

徐徐展开。

▼▼李子塘村的黄桃基地李子塘村的黄桃基地。。 黄云黄云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村供图）

和 美 乡 村和 美 乡 村 入 画 来
———从市辖三区农村新貌探寻乡村振兴—从市辖三区农村新貌探寻乡村振兴““邵阳密码邵阳密码””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黄云 通讯员通讯员 刘晟刘晟 实习生实习生 王琰王琰

“晴时一身灰，雨时一身
泥。”8月6日，在双清区莲荷村
党群服务中心，回想起刚嫁到
该村的场景，老村支书戚晓华
眼里泛起泪花：“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娘家里的一个堂叔，半开
玩笑半讽刺地和我爸说，我们
家也是儿女多，同意我嫁到莲
荷那个穷地方。”

“那时候的莲荷村严重缺
水，天旱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
到水塘用瓢舀水，等沉淀后再
喝。生活用水紧缺，生产用水更
加难以得到保障，村民们每年
辛辛苦苦种下去的粮食难有收
成。”戚晓华回忆说：“为了改变
村里的人居环境和土壤结构，
2000年，在上级领导的建议下，
莲荷村的村民开始从外地引入
苗木花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
都不敢把步子迈得太大，只买
了少量的苗木花卉回来试种
植。2005年，莲荷村通过招商引
资，接连引进了两家企业，原来
贫瘠的土地变身成了苗木基
地，企业的技术人员还将技术
传授给了当地村民，让老百姓
可以自己种植、自己管理。”

经过几年的发展，莲荷村
的苗木花卉在市场上有了一定
的名气，村民们的收入也慢慢
提升。

2013年之后，乘着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东风，莲荷村的发
展势头持续向好，先后被评为全
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省
级绿色村庄、省级同心示范乡
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省休
闲农业集聚发展示范村、省级特
色精品乡村、省级文明村、省级
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2021年，
莲荷村的村民迎来了又一大喜
事，村里的水泥路升级成了草砂
路，并且顺利通上了公交车！

昔日穷苦村庄如何实现蜕
变？莲荷村有实招。

莲荷村是邵阳市有名的林
业育苗基地和造林示范村，境
内拥有连片森林 2600 多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85%，是市辖三区
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森林
资源，被誉为“城市后花园”。近
十年来，莲荷村把坐落境内的
邵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战略优
势，坚持规划先行、突出特色、
共建共享的原则，将保护生态
环境、发展绿色产业与建设文
明村庄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
依托资源优势、吸引外部投资、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宜居
村庄的特色发展之路。近五年，
莲荷村先后修建标准渠 3000
米，新建、维修及硬化山塘 30
多口，促进生态养鱼的发展和
生态景观的改善，不仅吸引四
面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娱乐、观
光、采摘、垂钓，还吸引了多家
艺术协会在莲荷村建立采风创
作基地。

加强乡村景观保护，最大
限度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
乡愁，避免同质化建设，持续擦
亮乡村生态旅游名片，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大活力。莲荷村以
水土保持示范园、村林场、村园
艺场、紫薇博览园为重点，全面
推进古树名木保护。家家户户
房前屋后都栽上花卉苗木，道
路两旁、水库堤岸、河道沿线以
及没有硬化的空坪隙地上全部
披上绿装，村内道路两旁抛洒
格桑花、百日菊等草花种子，花
期各不相同，四季鲜花载道，沿
路开车赏心悦目。

如今的莲荷村，“无山不绿、
有水皆青、四时花香、万壑鸟
鸣”。走进莲荷村，仿佛置身于移
步换景、四季花香的人间仙境。
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
园风景画展现在人们面前，成为
了莲荷村引以为荣的亮丽底色。

乡村风貌展新颜

7 月 29 日，北塔区第四届
黄桃节暨李子塘农旅产品推介
会成功举办。陈家桥镇李子塘
村由于海拔较周边地区高，种
植在高山上的黄桃光照充足，
果实甜脆多汁，深受市场好评。

陈冬梅是土生土长的李子
塘人，见证了村里这块土地从
荒山到黄桃种植基地的蜕变。
今年 4 月，陈冬梅正式接管了
李子塘村的23.33公顷黄桃园，
果园的日常浇水、施撒肥料，黄
桃的套袋、采摘，她都参与其
中。在此之前，陈冬梅已经是一
名经验丰富的水果种植户，家
中种植的葡萄足够保障每年家
庭开支，但黄桃基地是村里的
集体产业，关系到每家每户的
收入，尽管自己的农事也需要
人手，陈冬梅还是决定参与管
理这片果园。

“2021 年，北塔区举办了
第一届黄桃节，今年已经是第
四届，种植黄桃，每年能够为村
集体增收20余万元，昔日荒山
高山岭，如今已蝶变成致富水
果园。模式从最初的黄桃销售，
到现在赏桃花、游桃园、认领桃
树、烧烤、露营等乡村休闲旅游
业态，成为广大市民城郊游、周
末游的首选目的地，李子塘的
黄桃文化品牌越来越响，人气
越来越火热，成为当地农旅融
合最大的节日和最靓丽的地域
推介‘名片’。”看到家乡发展越
来越好，产业越来越兴旺，陈冬
梅感慨不已。

李子塘村是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村里种植黄桃、杨梅、
柰李等多个品类水果，是邵阳
市远近闻名的“果篮子”。黄桃
种植基地采取“集体经济+合
作社+农户”模式，以村级合作
社为基础，村集体全程参与管
理、销售，定期邀请专家来园区
开展技术指导，聘请种植经验
丰富的村民负责园区日常管
理，让村民共同参与产业发展，
通过产业分红形式，发展成果
由村民共享，实现共同致富。

乡村产业带动了村集体收
入的增长，乡村建设也在有序
推进。近年来，李子塘村大力实
施公路建设提质工程，从大应
公路至廖家湾柿林花海全长
2.6 公里的村道主干线实施了
油砂路面改造，石矿上经大院
子至廖家湾全长1.8公里的水
泥路加宽至 5 米左右，村民们
的出行变得更加无忧，马路边
拔地而起的则是一座座精致的
楼房。曾经穷山疙瘩，一条小路
见世面的李子塘如今已变成锦
绣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农
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打
赢了脱贫攻坚战，开启了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集体经济
蓬勃发展，农民心里有底、脸上
带笑，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李
子塘村驻村第一书记石功胜感
慨十多年来乡村发生的翻天覆
地变化。

产 业 兴 旺 促 振 兴

“我们这里属于智慧化农业，大多数时候一个大
棚只需要两名技术监管人员，这在邵阳地区具有独
特优势。通过这项技术培育出来的蔬菜产量是传统
种植产量的三倍。”8月7日下午，在大祥区城南街道
台上村的可移动式无土栽培蔬菜基地，一排排蔬菜
培育架整齐放置在现代农业温室大棚内，湖南鲜脆
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成航自豪地说道。

和普通种植大棚不同的是，这里地面干净，几乎
没有尘土杂质，大棚内也没有人来人往忙碌的身影。

“这边离城区近，修路之后交通变得更加四通
八达，采摘的蔬菜当天就能送上顾客餐桌。”周成航
说，“我们现在打造了一个线上售卖的平台，客户只
要在手机上下单，就能收到我们当天采摘的新鲜蔬
菜，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把
台上村的名气打出去，帮助当地百姓致富增收。”

台上村位于大祥区东南部，利用近城、交通便
利的优势，台上村大力发展蔬果种植产业，并抓紧
实施田园综合体产业链建设工程，围绕田园综合体
的创建与产业链的延伸发展，进一步完善全村观
光、游乐、休闲、运动、体验、度假等多种旅游功能，
持续书写产业兴旺、生态休闲、文化提升新篇章。

时间回到2014年，彼时的台上村还是“省级贫
困村”，共有82户贫困户。在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
施落后的背景下，台上村筑牢农业“压舱石”，把产
业发展、稳定就业视作首要举措，建成菌类、水果、
无土栽培等多个产业基地。为了确保精准扶贫不落
一人、不落一户，台上村积极争取项目，不断创新扶
贫机制，强化资金管理，积极落实互助资金和产业
到户资金，大力扶持发展村办企业。

2017年底，台上村脱贫摘帽，启动美丽乡村建
设，开展环境整治，美化村庄，引进富民产业，老百
姓的钱袋子逐渐鼓了起来。2020年，台上村被授牌
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如今，到台上村投资投产的农业企业达十余
家，各企业先后在村里共流转土地200多公顷，通
过实行“公司+基地+贫困户+农户+电商”的运转
模式，企业年收益达到2000万元以上。村内181名
脱贫户全覆盖式挂钩各个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务
工、技能培训、分红等模式参与产业中去，通过产业
帮扶，每人可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这是时代抛出的又一命题。如何向人民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近年来，我市聚焦“五治五美”标准，以“一拆二
改三清四化”为总揽，推动村庄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
丽宜居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省级特色精品乡村
13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77个、市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224个。推进产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链、生态绿色食品产业链，大力开展农民增收促进行
动，截至7月6日，全市共登记帮扶项目133505个，
资产规模达227.97亿元。抓牢底线任务，加强防返贫
监测和帮扶，确保监测对象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推进脱贫人口稳定增收，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
教育培训，实现脱贫人口收入增速明显增长。截至6
月底，全市脱贫人口就业总人数40.73万人，累计建
成就业帮扶车间1222个，吸纳脱贫人口就业1.3万
人，就业帮扶车间建设总量、吸纳就业总量以及吸纳
脱贫劳动力就业总量三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

小康路上，不掉一人；振兴路上，不落一村。一
串串数据催人奋进，一声声号角高亢嘹亮，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宝庆大地化作了累累硕果。

村企联建富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