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韶山市银田镇银园村的种粮大户郭正
望是个“不安分”的人。为什么这么说？且
来看看他的故事。

今年48岁的郭正望，父母都是勤劳朴
实的农民。说起来，郭正望早在高中毕业
后就没“安安分分”地待在家里。他选择了
外出打工。2007年，郭正望终于回乡了，
却仍然和“安分”二字扯不上半点牵连。他
开拖拉机跑运输、杀猪卖肉挣钱……当然，
闲暇时间也帮父亲种种田。不过，即使是
种田，他也留了个心眼：不仅对粮食生产的
技术要领在意，而且特别关注国家的相关
政策法规和粮食的市场信息。

2013年，当时年满40岁的郭正望看上去
似乎要“安分”多了。这一年，他放弃了其它

“挣钱”门路，一门心思扑进现代农业产业的

“怀抱”。他从流转周边农户约200亩稻田、40
亩鱼塘起步，相继成立了韶山市荷叶家庭农
场、韶山市宇翔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和银凤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带领周边100多户农户
投身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现代种养殖业。耕地
流转面积逐渐扩大到1700多亩，并陆续添置
水稻生产耕、种、收、烘全程机械设备30多台
套，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大王”。

谁也没有想到，郭正望其实还在继续
“折腾”。这些年，他的宇翔水稻种植合作
社陆续承接了市、县（市）水稻新品种、新技
术试验示范以及百亩连片生物质肥料试验
等多个项目。他还租赁改造村集体部分闲
置房屋，发展民宿、休闲垂钓等农旅融合产
业，探索绿色高效循环农业之路……

2017年到安徽的一次农业参观之旅，

让他又有了“新发现”。在人家的种植园
区，他一眼就看上了一件宝贝：瓜蒌籽。

瓜蒌，学名栝楼，是食药两用植物。瓜
蒌籽就是大家熟知的吊瓜子，既可炒熟作
为特色美食，也可用来榨制食用油。瓜蒌
皮和根都是中药材，具有解热、止渴、利尿、
镇咳、祛痰等功效，对治疗冠心病、咳嗽、哮
喘、便秘等都有着很好的效果。可以说，瓜
蒌籽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发现瓜蒌籽后，郭正望倒没有急于下
手。他四处搜寻瓜蒌籽的相关信息，观察
了“整整一年”。2018年，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毫无经验的他种了一亩多地瓜蒌
籽。没想到效果还不错，通过厂家回收产
品他当年就赚了几千块钱。2019年，他全
面铺开种植，亩产达到140公斤。2020年，

种植瓜蒌籽的净利润已超过20万元。
在银园村脱贫工作中，这个看上去并不

起眼的瓜蒌子项目还立了大功。据介绍，这
个项目现在已吸纳贫困户45户154人参股
经营并签署协议，安排贫困户劳动力15人就
业。“除去平时现场打理可以赚取工钱以外，
到年底每家贫困户还有400元的分红！”

5月26日，天气凉爽，在郭正望的宇翔
种植专业合作社银田村瓜蒌籽产业基地，
十余位村民正忙着清除杂草。郭正望介
绍，2019年他种植了160亩瓜蒌，成熟后在
市场上卖得很好，近两年又增种了 50多
亩。他说，下一步他打算建设两个冷库，形
成从储存、加工到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
这个从来就没有真正“安分”过的种粮人，
又有了新的追求。

有不有比猪肉还贵的辣椒？
答案是肯定的，原产湘阴的樟树港辣

椒就是。
樟树港辣椒因其富含硒、锌、钾等多种

微量生素，吃起来清脆柔软，独具清香，营
养丰富，所以头几茬辣椒往往能卖出 300-
400元／公斤的高价，即使在本地辣椒大量
上市后，每公斤价格仍在 30-40元之间，种
植樟树港辣椒每亩收入至少在万元以上。

种植樟树港辣椒有如此好的效益，为
什么不大面积推广？或者说湘阴人就不怕
别人也大规模种植而烂了行市？

其实不然，因为樟树港辣椒之所以成
其为樟树港辣椒、不仅仅是因其独特的品
种属性，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对气候、特别是
土壤等条件有着独特的要求。换句话说：

如果气候、土壤达不到条件，即使由湘阴最
好的辣椒种植能手来种，别的地方也种不
出樟树港辣椒，这也就是湘阴人不怕别人
烂了行市的原因。

尽管如此，各地仍有很多人尝试过引
种樟树港辣椒，但成功者少之又少。

湘潭县分水乡旗山村党总支书记、村
主任陈真便是尝试者之一。

地处偏远的旗山村自然条件和水利条
件均不是很好，再加上青壮劳动大多外出
务工，村上出现部分土地抛荒的情况。

治理土地抛荒说难也不难，最省事的
办法就是把抛荒地种上庄稼就行了。

可陈真的想法并不这么简单，他想的
是抛荒地不仅要种上庄稼，而且要种出效
益、种出带动乡亲致富的门路。

那到底种什么好呢？陈真想到了曾多
次尝鲜的樟树港辣椒，所以今年春节一过，
上任不久的陈真便只身来到了湘阴、来到
了樟树港辣椒的原产地樟树港村。

“樟树港辣椒不是什么地方都种得出来
的，这种辣椒对土壤有特殊的要求，也就是
说，只有富含磷、硒等多种矿物质的土里种出
来的辣椒才是真正的樟树港辣椒。”一开口，
樟树港村的支书便给陈真泼了一盆冷水。

“说来也就巧了，我们村靠近原湘潭县
磷矿，有人曾对当地土壤作过检测，土壤中
还真含有磷、硒等矿物成分。”听陈真这么
一说，对方眼中不禁一亮。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陈真了解到：因为
樟树港辣椒目前市场销路很好，对方急于
开拓新的种植基地，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

种植樟树港辣椒的“风水宝地”。
为慎重起见，双方在达成初步意向后，

陈真立即返村找专业部门对旗山村的土壤
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旗山村的土地非常适
合种植樟树港辣椒。

接下来的事就比较顺利了，双方很快
达成合作协议：由樟树港方面负责提供种
苗和技术并收购部分辣椒，旗山村则充分
利用抛荒的土地，通过村党总支+公司+村
社一体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
模式负责种植。

很快面积达 60亩的樟树港辣椒种植
基地被整理出来，5月底雨过天晴迎来了适
合栽苗的好天气，在由樟树港村支书带队
的技术队伍和相关专家的现场指导下，旗
山村一口气栽下了60多亩辣椒苗。

当问及为什么在本地辣椒陆续开摘上
市时才开始栽苗时，陈真告诉我们这是有
意为之。原来，湘阴那边基地的辣椒在 7
月份后就过了盛产期，湘潭这边的樟树港
辣椒正好上市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初夏的傍晚，涟水河边夕阳西
下，河岸凉风习习，晚饭后散步的人
群络绎不绝，这样如画般的美景就出
现在雨湖区姜畲镇。

短短几年间，以前河道满目疮痍
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村民的幸福感
油然而生。

涟水姜畲镇段位于雨湖区姜畲
镇易建河村，从易建河村与湘潭县的
交接处至易建河村宋家湾，长度为3.5
公里。涟水河道两边人口稠密，下游
姜畲村西园组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
以往周边生活污水、生猪养殖场、砂厂
等将废水直排涟水河，水体污染严重。

为深入推进河长制，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目标，姜畲镇出台了

“样板河”创建方案等文件，努力将涟水
打造成“安全、生态、和谐”的幸福河。

控源截污，标本兼治

为整治涟水河沿岸的“脏、乱、
差”现象，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
生态修复、治水保质”的总体思路，姜
畲镇建立健全河道保洁及垃圾入河
日常监管机制，全面开展河道沿线污
染源整治行动。

镇河长办逐户调查河道沿线企

业和排污单位，完善河道沿线污水处
理厂和管网建设，杜绝污水直排现
象。同时，开展河道两岸沿线 100米
范围内家禽、生猪的退养工作。

对工作严重滞后的村，由河长办
约谈并限期整改。对因工作不主动、
措施不到位、对公众举报受理不及时
等导致整治工作严重滞后、整治成效
公众意见较大的，实行追责问责。

同时，加强部门联动与执法力
度，由河长办定期组织环保组、综合
执法组等各部门及站所开展联合执
法，始终保持零容忍、严处罚的高压
执法态势，加大对工业、生活、建筑、
餐饮业、农业面源等各类污染物违法
排放行为的查处力度。

除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等措施以
外，姜畲镇还树立典型、曝光落后、强
化引导，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并
积极引导村民既当监督员又当参与
者，健全公众监督队伍，动员全民参
与治河护河。

河湖“清四乱”，步入常态化

治水不仅是场硬仗，还是场持久战。
姜畲镇加强执法监管与巡查，打

击违规采砂、捕鱼等各类违法行为。

2019年，姜畲镇共关停砂场1处、规模
养殖户 12户、养殖散户 174户。2020
年，姜畲镇成立了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
组，完成3户有证渔船建档立卡，59户
83艘“三无”渔船上岸工作全部完成，有
力地改善了涟水河的水生态环境。

为更好地维护河道生态及造福
周边居民，姜畲镇还投入 500多个工
作日开展跃进水库、花园河等水葫芦
清理，打捞涟水沿线、梅花渠道、宋樟
线、友谊渠等渠道漂浮物 21次，拆除
违章棚架 7处 400余平方米，清理渠
道沿线垃圾、杂草 60余吨，整治非正
规垃圾堆放点 1 处，农村厕所改造
2050户，使河道保洁工作取得了明显
的成果，全镇河湖水域水质基本达到
Ⅲ类水质，涟水达到Ⅱ类水质。

为将“河长制”落实落细，涟水河
各级河长带头打卡巡河治河，组织发
动党员干部群众广泛参与，形成河长
带头、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治河模
式。同时，充分发挥民间河长、村“义
务护河队”的作用，落实河道保洁分
片负责制，明确河段保洁责任人，加
大保洁工作的奖惩力度。2020年，姜
畲镇共完成河湖“清四乱”46处，拆除
湘达砂场 2000余平方米，河湖“清四
乱”步入了常态化。

湘潭县跻身全省中药材
种植基地示范县

本报讯（记者 黄武平）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
委等 8部门联合行文，通报全省第三批中药材种植基地
示范县，分别是湘潭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澧县津
市、新邵县。其中，湘潭县以湘莲为主要中药材品种。

湘莲是湘潭县传统特产，已有三千多年栽培历史，
是全国三大莲子之一。目前，全县有湘莲种植专业合作
社26家，其中省级示范社2家；湘莲加工企业近50家，年
产量约10万吨，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
家，省级2家、市级8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如弘茂、
莲美、莲冠、兴宏运等。全县拥有 10万余亩湘莲生产基
地，从业人员达 10万人，350多个湘莲销售网点遍布全
国20多个省、市和港、澳、台地区，同时还远销东南亚、欧
美等地10多个国家。

湘潭县种植中药材历史悠久，素有“南方药都”之
称。目前，全县除湘莲以外的中药材基地 8000余亩，其
中规模种植基地 5500亩，主要品种有芍药、黄栀子、枳
壳、紫苏、迷迭香、瓜蒌、玉竹、艾叶、罗汉果等。年产量
1300余吨，年产值 2800余万元。共有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9家，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500多家；先后涌现了
圣雅凯、一笑堂药业、五洲通药业、康普药业等一批省、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从事中药材加工、销售，
同时与高校、科研院所联手，进行产品和技术开发革新。

荆紫峰下“活雷锋”
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人人有责。湘乡市栗山镇荆泉
村村民赵叶青，自觉担起责任，义务清扫村道3年多，成
为村民口中的“活雷锋”。眼下，一些村民有样学样，拿
起扫把跟着赵叶青一起干，荆紫峰下的荆泉村变得越来
越清洁，人与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

今年 57岁的赵叶青个子不高，略显清瘦。说起义
务清扫马路，他腼腆得像个孩子，双手在胸前不停地搓
揉。“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应该做的，不值得宣扬。”
赵叶青反复说。

3年以前，赵叶青结束打工生涯，待在家里种点水
稻、打点零工。当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刚刚
启动，看到村里的主干道有点脏，他毫不犹豫拿上扫把
出了门。“村里民风很淳朴，大家互敬互爱相互帮助，我
帮不了别人大忙，就扫扫道路。”赵叶青说。

从那时起，每天清晨 5点左右，赵叶青把家里收拾
整齐后，从家门口开始，沿着村道一路清扫，不管是飘落
在地上的树枝杂草，还是路人留下的果皮纸屑，都清扫
得干干净净。打扫完主干道，还顺便打扫入组的小路。
无论寒暑，都能干出一身汗。傍晚时分，干完农活或打
完零工的赵叶青还要再扫一遍，早晚加起来每天要花3
个多小时。过去 3年多，除了刮风下雨或家里有急事，
他几乎没有中断过。“既锻炼身体，也愉悦了心情。”赵叶
青笑呵呵地说，感觉把负能量从心底扫了出去，成天好
心情。

起初，村里人觉得赵叶青是一时头脑发热，干不长
久。有些村民甚至开玩笑挖苦，赵叶青不争不辩继续
干。渐渐地，村民心中的疑虑消失了，敬佩之情也油然
而生，大家都说他是好人、是热心人。荆泉村党总支书
记王群强告诉我们，赵叶青的确了不起，清扫工具都是
自己掏钱买，从没给村里提过一丁点要求。更为重要的
是，在赵叶青的带动下，村里义务清扫道路、美丽屋场公
共区域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环境也越来越好，还获评
2020年度湘乡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村称号。

郭正望:“不安分”的种粮人
本报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曾艺

樟树港辣椒“落户”分水乡
本报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通讯员 刘瑶芝

姜畬镇：打造水清岸绿幸福河
本报记者 王希台

眼下，正值火龙果待花期。在湘潭县易俗河镇
新怡生态农业火龙果园里，工人正忙着给一排排仙
人掌似的火龙果修剪整枝，以迎接今年首轮火龙果
花期的到来（见图）。2016年，返乡创业的赵治国兄
弟俩，投资400万元打造了128亩火龙果园，建有65
个保温大棚，年产量达5万公斤左右。除草、剪枝、
施肥、授粉、摘果……一年四季，果园里有忙不完的
活。目前，果园已吸收该村5名脱贫户就业，也带动
了周边的10多位村民增收。（本报记者 李新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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