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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转，满目青翠；美宅华堂，尽
显小康。距离湘乡市区仅数公里远的东
郊乡原狮冲村（现属战鼓村），处处给人
以新时代新农村的繁荣景象。沿主村道
往九节龙山腹地、战鼓岭脚下走去，“羊
在身边，奶最安全”的广告牌不时映入眼
帘。在一处群山环抱、绿水相依的相对
空阔地带，有一家现代化的羊奶制品生
产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湖南狮冲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
全省第一家拥有合法资质和生产能力的
鲜羊奶、酸羊奶产销企业，也是目前湘潭
市唯一一家乳制品生产企业。

公司负责人谭瑶庆介绍，目前公司
产销两旺，正按照市、县（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有关安排部署，组织周边部分
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共同打造特色养殖“奶山羊”产业化
联合体，助推周边农户增产增收。

房企老板回乡繁育大耳羊

53岁的谭瑶庆，是原狮冲村人，曾在
地产业摸爬滚打 20多年，积累了一定资
本。2013年初，他积极响应湘乡市“请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的号召，毅然回乡投
资现代农业。

地处九节龙山腹地的原狮冲村，山
多地少，不适合开发规模种植业，而饲养
草食动物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在
省、市、县（市）农业畜牧部门有关领导或
专家的引导和帮助下，谭瑶庆充分利用
人脉关系，并反复考察论证，与四川省一
家畜牧企业建立了产销合作关系，将产
业项目确定为大耳羊种羊繁育。之后，
注册成立湖南狮冲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湘乡市珠碧塘大耳羊养羊专业合作社，
在村内流转土地 3200余亩，其中以山地
为主，只有少部分耕地和水塘。

大耳羊系国家一级山羊品种，成年
后体重可达200多公斤，市场销路广。谭
瑶庆投资建设好标准羊栏后，首批引进
种羊 606只，采取纯天然放养模式，并高
薪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组建饲养团队。

要想富，先修路。从 2013年初确定

回乡投资现代农业起，谭瑶庆陆续投入
20多万元，将7.5公里主次村道及两座小
桥进行了改造、加固或路面硬化，为自
己、更为广大村民群众解决了出行难问
题。

“挤”出全省首家羊奶加工厂

经过两年精心经营，“狮冲农业”的种
羊繁育产业节节攀升，年出栏量逾 3000
只，年产值 600多万元。2015年，公司又
承揽了省级“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
动项目”，累计整理580亩天然牧场、开辟
180亩人工草地，为2017年跻身国家级山
羊养殖示范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任何行业都必须依靠专业技术人
员，不能蛮干。”谭瑶庆说，从房地产开发
到转行养羊，他一直坚持这个原则。

如今，谭瑶庆时常津津乐道，不光是
专业技术人员帮了他的大忙，还有两名
实习生的启发让他的养羊事业彻底转
型，实现提档升级。

2017年3月，在公司实习的湖南农大
两名学生，按照所学专业知识给大耳羊
母羊挤奶，创造了新的价值。“我一直没
从这方面想。”谭瑶庆表示，实习生的举
动让他深受启发。接下来，通过咨询省、
市科技服务团队的专家学者，他了解到
全新的产业信息和市场信息。专家提醒
他，与其养殖大耳羊兼挤奶，倒不如改养
奶羊，加工羊奶制品。因为产销羊奶制
品的准入门槛高，省内还没有一家这样
的企业。

于是，谭瑶庆毅然决定抓住这个商
机，放弃大耳羊种羊繁育产业，做全省羊
奶深加工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又是一番辛苦的市场考察和种羊选
择，谭瑶庆从陕西引进了100只国际优良
品种“萨能奶山羊”种羊，并以年薪 20万
元的待遇，分别从陕西和本省聘请了两
名资深技术人员。

然而，由于水土、气候等自然环境的
影响，“北羊南养”的技术难度比预计的
更大，一时攻克不了，约半年时间下来，

100只种羊仅剩17只。
面对困难和挫折，谭瑶庆丝毫不言

弃。他多方求助国家级、省级畜牧业科
研院所和高校的有关专家，制定切实可
行的“萨能奶山羊”养殖技术方案，终于
在 2017年底如愿破解难题，继续引进种
羊。到去年，种羊数量达 639只，产销鲜
羊奶、酸羊奶共计 500吨，总产值 1670万
元。同时，获得全省第一家羊奶制品产
销企业资格，其产品正式走向市场。今
年，种羊数量翻番，已近1300只。

“产业联合”致力乡村振兴

昔日荒凉冷落的九节龙山“有鼓（战
鼓岭）不响”，如今因“狮冲农业”而热闹
起来；山涧田土、山塘由于传统生产方式
效益不佳受到承包户疏远多年，如今也
因“狮冲农业”的到来成了香饽饽。附近
部分村民拿着土地流转费，又在“狮冲农
业”务工，享受着家门口就业增收的乐
趣，劳务工资累计年均60万元左右，2015
年参与“南方现代草地”项目时村民劳务
收入高达 150万元。与此同时，“狮冲农
业”还承担了壶天镇中石村 32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结对帮扶任务，通过产业、就
业等渠道，帮助他们实现稳定脱贫。

去年，“狮冲农业”所在的战鼓村，有
3户农户参与“公司+农户”的奶羊养殖行
列，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等“六统一”
模式，户均养羊60只、纯收入10多万元。

今年来，在湘乡市农业农村局（乡村
振兴局）的指导下，“狮冲农业”牵头组织
附近多家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致力打造特色养殖“奶山羊”产业
化联合体，包括种草、养羊、乳制品加工、
冷链物流、休闲农业等10多个一、二、三产
业项目，将惠及当地村民1100多户。

万事俱备，东风劲吹。谭瑶庆表示，
“狮冲农业”的软硬件设施已基本完备，
营销渠道畅通，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产业
化联合体成员干劲十足。他们将围绕上
级党委政府绘就的乡村振兴蓝图，真抓
实干、开拓创新，努力当好带领村民群众
共同富裕的排头兵。

湘潭供销推出
首款农产品粽子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端午时节粽飘香。为大力推介本地
农产品，近日，市供销社子公司湘潭供销纵横公司联合湘潭县
锦绣莲香商贸有限公司推出了首款湘潭本地特色农产品粽子，
以独有的农产品品牌出现在大众视野。

“这款具有湘潭农产品特色的粽子叫‘喜粽彩头’，目前预
订数量已超过上千单，预计可帮助销售本地农产品超过1500公
斤以上。”湘潭供销纵横公司负责人介绍，所有粽子原材料均来
自于湘潭本土绿色、优质的农产品基地，有“毛氏红烧肉”“顶峰
腊肉”“湘乡蛋卷”“射埠香苞菇”“春水蘑菇”“花石香莲”和湘潭
县土鸡蛋、咸鸭蛋、皮蛋。

无论身处何地，心与家乡相系。“喜粽彩头”粽子作为湘潭
供销“喜乐中国节”首款农产品文创产品，包装融合了湘潭地
标、端午习俗和口感工艺三大要素，让传统节日充满喜乐感，让
传统产品自带幸福感。“吃的是粽子，品的是文化，念的是乡
情。”湘潭供销纵横公司负责人说，这次以农产品原材料为核心
融合地方文化打造的供销品牌产品，在国内属于首例。目前，
粽子主要通过消费扶贫智能生鲜柜线上和线下平台销售。

接下来，湘潭供销纵横公司将运用互联网与文创思维打造
更多本地农产品品牌产品，推动本地农产品产销联动，全面赋能
农产品品牌化、标准化和附加值提升，快速地促进更多农产品出
乡出湘、地产地销，擦亮供销招牌，发挥新时代的供销力量。

持续深化供销改革持续深化供销改革
担当乡村振兴重任担当乡村振兴重任

银园“三变”
做活集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曾艺）最近
这一阵子，韶山银田镇银园村党总支书记郭克
伟电话不断。村里油茶林旁一栋面积2700平
方米的钢结构标准厂房快建成了，有六七个老
板想要入驻进来。“说实话，好几个项目都不
错”，老郭有点无奈，“可场地有限，我们还要优
中选优啊！”

给老郭带来这“幸福的烦恼”的正是他们
在实施的银园“三变”。

第一“变”是将产品变商品。由村委会出
资 100万元，于 2020年 3月注册成立韶山市
凤园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以村集体所有的
820亩油茶林为基础，把这块年收入不足 1万
元的集体资产盘活，实施油茶精深加工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油茶采摘、加工、提纯一体
化，将特色农副产品转化市场商品，从而提高
产品的附加值。郭克伟初步估算，仅这一块，
每年利润可超过100万元，不但可以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还带动了农民增收。据悉，从2020
年起，该项目已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贫困
户将连续5年每人每年分红300元。

第二“变”是将资源变资本。村里打算以
油茶林项目需要新建油茶加工车间为依托，将
位于银园区村畔塘组的35亩荒废林地平整后
新增为集体建设用地，一部分用于建油茶加工
车间，其余部分通过吸引投资、合作开发、租赁
开发等模式，将土地资源转化为产生经济效益
的资本。目前，第一栋2700平方米的钢结构标
准厂房即将完工，郭克伟的“优中选优”的“烦
恼”也与日俱增。该村乡村治理理事会理事长
郭开规笑着解开了这个“烦恼”疑团：“他担心
的一是进驻的企业环保不达标，二是企业经济
效益究竟会怎样。好事要办实，不容易啊！”

第三“变”是村民变股民。计划中，从第二
期新建标准化厂房开始，村里就鼓励以村民小
组为单位，村民出资入股成为股东，按股份分
享厂房出租收益或合作开发，形成稳定增收的
长效机制。村上还计划将取得的收益其中一
部分用于修缮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
施，另一部分则按比例分红给村民，实现农户、
村集体“双赢”。

银园村的“三变”改革还刚刚起步，郭克伟
就“烦恼”不断。不过，最近到该村做调研的上
级有关部门却一点儿也不担心。在调研报告
里，银园村不等不靠，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
特色产业做文章，组织村民投资入股村集体经
济开展生产经营，盘活了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资金，激活了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探索了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路子，同时也带动了村集
体增收、农民致富，受到高度肯定。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文
澜）党员开会喊不拢？志愿服务叫不
动？筹资筹劳不积极？这些基层社区
面临的困境怎么解决，湘潭县石潭镇
横街社区打造“社区党支部+网格员+
党员+楼栋长+志愿者”管理模式，并推
广积分制管理，实现社区治理贴心化、
标准化和精细化，提高了服务能力，赢
得居民称赞和满意。

横街社区于2020年由原横街居委
会和原杉木桥居委会合并而成，常住
人口 5280人，辖区内存在流动人口密
集、常住人口年龄老龄化、环境杂乱难
管理、居民矛盾难协调等问题。为冲
破困局，横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积极
探索和创新基层社区管理新模式。

开展楼栋长队伍建设，实现服务
治理贴心化。横街社区以党建引领
为核心，实行“网格+N 名党员楼栋

长”的管理模式，发挥党员在基层治
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挑选出热心
公益、责任感强、群众放心的楼栋长
做好流动人口登记管理、社区安全
管控、文明劝导和疫情防控等社区
服务工作，并公开楼栋长信息，接受
居民群众监督。在民情走访中，横
街社区邀请党员楼栋长、志愿者和
社区网格员等一起深入群众，召开
会议寻求合理化解决方案，推动居
民自治。

积分制管理评优评先，实现服务
治理标准化。横街社区对党员楼栋
长、党员志愿者实行工作积分每月公
示、年底评优、年终清零的工作机制，
以此激发党员履职履责热情。社区党
员冯香元是社区积分第一名，平时带
头参加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工
作，谈及积分制管理带来的变化时她

表示，人都是需要激励的，积分制让很
多人干事更有积极性了。

以“党建+莲乡颐老”模式打造日
间照料中心，实现服务治理精细化。
横街社区以打造“党建+莲乡颐老”的
形式申报社区服务项目，以上级拨付
和资金自筹结合的方式推动日间照料
中心项目落实，为社区 65周岁以上的
老年人提供集“休闲娱乐、餐饮服务、
基础医疗、日间照料、康复指导”五位
一体的养老服务。78岁的周顺宗老人
从湘潭县税务局退休后不愿麻烦儿
女，独自居住，生活比较孤单，日间照
料中心的开设为他们这样的老人提供
了一个居家不离家、分散不孤独、实惠
不花费的养老之地，老人还积极响应
社区号召，主动拆除已建好的墓地，并
嘱咐家人待他百年之后丧事要从简，
葬要到公墓。

清溪镇：

打响全域环卫整治“大会战”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阳扬）连日来，韶山市清溪

镇统筹谋划协调、细化工作措施，将党史学习与巩固提升镇村
品质相融合，突出重点合力攻坚，打响了一场全域环境卫生整
治的“大会战”。

首先，整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难点进行。清溪
镇结合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
门，明确抓住“两山”铁路沿线、国省道沿线路(街)面脏、店面招
牌乱、群众主人翁意识差等重难点问题开展全面整治，集中整
治铁路沿线、如意集镇、永义集镇、G240国道两厢商店、饭店、农
户及周边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落地招牌等现象，对镇域主次干
道沿线环境进行整治、沿河、沿路、村内及周边绿地进行美化
等，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提升集镇人居环境，扎扎实实把文明
城市建设工作推向深入。

此外，整治中党员干部带头，打一场“人民战争”。全镇上
下坚持高标定位、高位推动、高效落实，镇主要领导一线指挥、
全域督导，其他班子成员率领工作人员深入联点村社加强督促
检查，以上率下拧成一股绳。各村党员干部、志愿者主动作为，
带动引导广大群众纷纷参与。大家手持铁锨、垃圾袋等工具，
从铁路旁、草丛中、沟渠旁捡拾各种枯枝、饮料瓶、泡沫等生活
垃圾和建筑垃圾，分工明确、行动有力、衔接有序，形成家家动
手，户户协力整治房前屋后垃圾、乱堆乱放杂物、院坝杂草等现
象的良好氛围。

据悉，该次整治行动共计出动人员300余人次，各类机械、
车辆 10余台次，清理整治主次道路约 30公里，清运建筑、生活
垃圾10余车，清理沟壑约3公里，清运处理河沟垃圾5车、枯枝
杂草3车，取缔占道经营4起，劝导入室经营商户3家，拆除牛皮
癣广告200余个。

早稻孕穗期田间管理知识
进入6月，早稻进入拔节孕穗期，从营养生长过渡到生殖生

长，在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浅水孕穗扬花，干湿灌浆成熟。拔节孕穗至扬花期，

要做到浅水孕穗，寸水扬花；6月多雨，对地势低洼田块需做好
清沟排水，避免水层过深。灌浆至成熟期湿润灌溉，养根保叶，
后期切忌断水过早，造成高温逼熟，影响产量。

二是追施穗肥，拔节孕穗期每亩追施尿素3－4公斤，氯化
钾 3公斤，提高成穗率和穗粒数，以弥补群体偏小、穗数不足。
加强后期叶面喷肥，增强功能叶，促进籽粒灌浆，提高结实率。
可在灌浆初期，普遍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

三是防治病虫害。当前高温高湿多病虫害，应密切关注农
业部门情报信息，多深入田间观察。 坚持“综合防治，以防为
主”的植保方针，合理选配农药施好早稻“破口药”，及时防治叶
瘟病、稻颈瘟、卷叶虫、三化螟、稻飞虱等病虫害，特别警惕老病
区及易感品种爆发。

（1）叶瘟病。当禾苗上开始出现叶瘟时，亩用 40%富士一
号+纯磷酸二氢钾一两喷施。

（2）稻颈瘟。在抽穗3%-5%时喷药一次，直至齐穗时再喷
药一次，这是防治稻颈瘟和穗颈瘟的关键时期，效果最佳。

（3）纹枯病。在禾苗大胎期亩用井冈霉素 3包或爱苗 3包
喷施。

（4）虫害的防治：卷叶虫、三化螟用杀虫双或阿维菌素防
治，稻飞虱使用扑虱灵、叶蝉散、毒死碑等防治。

（黄武平 整理）

谭瑶庆在羊圈巡查。（本报记者 白杨 摄）

战鼓岭下羊欢奶俏
——湘乡市东郊“狮冲农业”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本报记者 黄武平

石潭镇横街社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贴心化标准化精细化

芒种时节，湘潭县排头乡南下村和华宇村的水稻千亩示范片里，2500亩禾苗长势喜人。航拍镜头下，稻田风景如
画。据介绍，绿色高产高效水稻示范片采用增施有机肥和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以确保粮食生产实现高产的目
标。 （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