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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良田沃土，山清水秀，
鸡鸭游走，羊儿漫步，崭新
的道路蜿蜒在村庄乡舍之
间，邵阳县蔡桥乡水口村铁
炉头院落如今换了模样。

说起铁炉头院落的改
造，不得不提“两米腰线”的
故事。

早在2022年4月，在村
“两委”和退休党员尹颖的组
织下，水口村铁炉口美丽庭
院建设正式开工。颇有些年
头的铁炉头院落留存了很多
土屋，哪些该拆？哪些该留？

“土房跟不上时代，不
如全拆重建。”“这里面冬暖
夏凉，承载了太多的乡村记
忆，还是得保留。”一时不少
群众看法不一致。

邵阳县有关工作人员来
到水口村了解实际情况，介
绍说土屋是湘西南的传统民
居，如全部原貌保留，则很难
保证美丽庭院整体效果；如
拆除重建，不仅影响村民生
活且加重经济负担，更可能
让这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消
失。“美丽庭院建设，不应‘千
村一面’，要广泛调研，听取
村民意见。”最后综合权衡，
确定了“两米腰线”的方案。

方案以土墙中段两米
为界划定腰线，对腰线以下
部位强基固本，粉刷涂层，
绘画装饰；对腰线以上部位
小动或不动，尽量保留砖瓦
墙、阁楼原貌。同时，加固围
墙，新建文体场地、长亭、停
车场等，改造疏通11条污水
渠、灌溉水渠，修建3个垃圾
站，开发种植“香柚园”……

方案确定后，该村通过
自筹资金、热心人士捐款等

方式筹集资金 52.88 万元，
全村898人踊跃参与，免费
筹劳。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
下，铁炉头院落换上新装。
院内巷道如织，花香草绿，
42盏太阳能路灯点亮村民
回家的路，农宅粉刷一新、
排列整齐，住宅前后的菜
园、果园如绿色方块般镶嵌
在内，村里健身场、休闲凉
亭、宣传栏、停车场等设施
一应俱全。

铁炉头美丽庭院的建
设故事，同样在邵阳县其他
村庄发生。

近年来，邵阳县将“四项
统筹”“五好标准”，纳入全县
村庄规划编制和美丽乡村建
设的内容，对包括省、市级美
丽乡村在内的115个村规划
进行调整，建设美丽乡村示
范村、和美屋场20个。

该县统筹推进以县城
为载体的城镇化，精心打造
望江湖蓝印花布文化、霞塘
云桨板运动、黄塘油茶、新
田乡村旅游、河伯生态康养
等特色小镇，着力打造示范
村、样板村。2021 年以来，
累计拆除空心房24411座，
拆除旱厕43074座，改（新）
建厕所25273座，农村改厕
问题整改率达100%。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加
强生态保护也是打造绿色
宜居乡村的重要任务。该县
全面落实河湖林长制，深入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完成了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项目建设 16 个，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到98.1%，5个国
控、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全
部达到Ⅱ类水质标准。

◆村居环境靓起来

10 月 17 日，在塘渡口
镇桂竹山社区，湖南味味美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陈洁正带领2位村民，
在今年新打造的“村播”工
作室内，绘声绘色地介绍起
刀豆、辣椒等农特产品，随
着直播间的点击率和浏览
量不断飙升，产品的订单量
也在持续增加。

2011 年，陈洁积极响
应返乡创业的号召，放弃深
圳的高薪工作，通过借鉴和
学习“老干妈”的创业思路，
建立了湖南味味美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着力打造

“老大娘”品牌。
如 何 让 项 目 推 动 产

业、产业促进发展、发展带
动农户？陈洁不断思考着
她的经营思路。她采取“合
作社+社员（农户）+基地+
产业+分红”模式，让公司
以资金、技术入股，村民以
土地或以资金入股成为社
员，通过统一供种、防病、
管理、销售，带领村民分户
种植，抱团发展。

据悉，陈洁先后在7个
村开展产业帮扶、就业帮
扶、技能帮扶，受益群众
2000余人。塘渡口镇桂竹山
社区居民张娟华说：“跟着
她一起做直播带货，既可以
照顾娃娃，还可以陪伴老
人，兼顾家庭，比在外头打
工要好上不少。”

像陈洁这样返乡创业
的“新农人”，在邵阳县21个
乡镇还有不少。

该县通过实施返乡创
业三年引导行动，成立了
十大乡村振兴顾问团，连
续 3 年高规格举办人才发
展大会，累计吸引 1.6 万多
人返乡创业。同时坚持“双
招双引”，围绕建筑新材
料、硬质合金、油茶精深加
工、电池新能源、数字赋能
等主导产业编制招商图
谱，带动引进业内科技人
才领军团队8个，建立专家
工作站、研究中心5个。

2024 年，邵阳县建立
联农带农机制，共计发放
产业帮扶奖补资金 368 万
元，带动帮扶对象 2969 户
12600 人 发 展 种 养 业 ，人
均增收 600 元以上；与 17
家经营主体签订协议实
施重点产业扶贫项目，带
动 2532 户 10600 名 脱 贫
户致富增收；吸纳脱贫劳
动 力（监 测 户）1520 人 ，
劳动者月工资收入人均
2311.6 元。

对转移就业脱贫劳动
力，按政策规定发放异地
就业交通补助费1800余万
元；与外省、外市签订劳务
协 作 协 议 ，输 出 劳 动 力
2645 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271 人。对于困难群体就
业，开发重点区域乡村公
益性岗位109个；对未就业
且有就业意愿的雨露计划
毕业生、脱贫家庭和低保
家 庭 高 校 毕 业 生 开 展

“311”就业服务，岗位推荐
达300人次。

◆村民腰包鼓起来

新时代美丽乡村是什么样？到
邵阳县五峰铺镇新田村赏美景、逛
景区、住民宿、品鲜果、观表演，心中
自会有答案。

10 月 11 日，新田村以“爱满新
田 九九重阳”为主题举办文艺汇
演等系列活动，300余位村民欢聚一
堂，共同庆祝重阳佳节。

“走进新田来到你梦想，白云悠
悠牛羊肥壮，山村一天一幅靓画
卷......”今年71岁的周要明学习这首

《走进新田》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了，平时经常和搭档李少华在一起
配合演唱，你拉二胡我唱歌，演绎着
老年生活的多彩与美好。

“这次活动完全由我们村里自
编、自导，为了给村民们呈现一场精
彩的表演，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
付出了努力。就像建设美丽乡村一
样，大家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
努力。”新田村村支书陈海兵介绍，
活动得到了陈晓明、蒋保强、肖强国
等20余名热心人士的支持，自发捐
款 4.65 万元用作活动经费，通过评
选“爱心人士、大爱无疆、最美儿媳、
最美清洁户”4个奖项，为19位村民
代表送上表彰和奖励。

新田村先后获得“国家森林乡
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省乡村治
理示范村”等省级以上荣誉 12 项。
据悉，该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600
余人，村内设有邵阳县首个村级“养
老育幼”示范中心，干净整洁的日托

护理床、足底按摩器让村内老人有
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村民刘
正平、蒋仲国等人还自发组织了老
年人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协助村“两
委”进行人居环境改善、处理矛盾纠
纷等日常工作，为基层治理探索出
一条新路子。

“农民是主体、农民是主角”。
在乡村振兴中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体现。

近年来，邵阳县充分发挥农民
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持续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
局。该县引导各村组建“8+N”志愿
服务队200余支，成立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421支，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
理热情，也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

群众自治进一步提高了乡村治
理效率，该县建立“片组邻三长制”

“共同治理理事会”和“屋场治理理
事会”工作机制，2023 年至今，共解
决基层各类问题 8933 件，提供文明
劝导、免费义诊、交通疏导等各类微
服务 9975 次。各地组建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
禁赌协会等，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创
建移风易俗示范村20个。开展“最
美家庭”“星级文明户”评选等系列
活动，推选“湖南好人”2名，市级“新
时代好少年”5名，评选表彰“最美文
明家庭”3万余户。

◆村庄生活美起来

丰收时节，夫夷大地叠翠流金。
漫步于此，只见远处乡村秋色如

画：红顶白墙的农家小院点缀在良田
沃土之间，房前屋后的果蔬园内生机
勃勃；产业园区一片忙碌，机器声轰
鸣作响；秋日晚阳下的天子湖畔，几
尾鱼儿悠闲游弋，偶尔泛起层层涟
漪......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惊喜一路
叹。淳朴灿烂的笑脸是乡村振兴路上
的最美标识，和美幸福的乡村生活是田
园梦的具象化表现。

近年来，邵阳县坚持把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方位推
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逐 梦 田 园 织 锦 绣
——邵阳县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刘飞 吴智睿

▲▲蓝天白云映衬下蓝天白云映衬下，，夫夷水和赧水交汇而成的资水从邵阳县流过夫夷水和赧水交汇而成的资水从邵阳县流过。。

▲在邵阳县塘田市镇双井村油茶套种中药材射干
种植点，农技人员正对种植户讲解射干管护知识。

▲2023 年 12 月 15 日，新田村农村互助养老服务
点、留守儿童之家、长者食堂正式启动。 陈静 摄 ▲美丽宜居新农村 （邵阳县宣传部供图）

（除特殊署名外，其他图片均为邵阳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