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冷烟熏腊肉加工装置及方法”获
得国家专利，“湘潭乌石腊肉”获批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今年5月，湖南湘之坊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喜事连连。

在南方农村地区，几乎家家会熏腊肉，
制作方法也是各有千秋，湖南湘之坊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为什么能获得国家专利，甚
至拿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司董事长谷
友利向我们讲述了乌石腊肉背后的故事。

闯荡城市 只为改变家庭命运

1975年，谷友利出生在湘潭县排头乡
一个普通的农家。那时的经济还很落后，
农村里甚至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谷友
利家也不例外。为了吃饱饭，谷友利初中
毕业便放弃了学业，跟着父母在责任田里
勤扒苦做，但家庭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少
改变。

后来，看到周边很多同龄人外出打
工挣了钱，还有人做生意发了财，谷友利
也打起了去城里闯荡的主意。1996年，
21岁的谷友利只身来到湘潭市区寻找发
展机会。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学习
汽车修理开始，先后经营过汽修厂、饭
店，开过挖机，承包过土方工程。通过十
多年的打拼，头脑灵活的谷友利积累了
一定的“本钱”。

在餐饮行业打拼时，谷友利发现城里
人爱吃原汁原味的乡里土菜。为了寻找正
宗的乡土食材，谷友利经常下乡采购，但苦
于没有固定的供货渠道。“如何才能打通优
质农产品的进城渠道，助力农民脱贫、增
收、致富？”谷友利开始了大胆探索。

回乡创业 搭起城乡连心桥

2014年，国家启动精准扶贫工程，农
村发展迎来新机遇。“嗅觉灵敏”的谷友利
认为机会来了，决心回家乡创业，干出一番
事业。

2015年春节刚过，谷友利将老家的房子
改造成湘之坊生态农庄，建起了一个生产能
力达15万公斤／年的腊制品生产车间，注册
了“乌石情”腊味商标，正式开始了创业。

对于这次创业，谷友利有着清晰的思
路：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质
农产品资源，以餐饮业和“乌石情”腊味加
工、销售为龙头，形成规模销售，以此带动
乡亲就业和种养业的发展，助力精准脱贫
和乡村振兴。为此，谷友利定下了两条规
矩：一是指导当地群众，特别是贫困户进行
绿色种养，确保原材料质量；二是优先安排
贫困劳动力就业。

经过几年的努力，湘之坊已发展成为
一家集有机农产品种养、加工和销售于一
体的现代企业，公司涉及餐饮、商贸、旅游、
文化等行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
展。公司旗下拥有求是楼酒店、湘之坊生
态农庄、“乌石情”腊味加工厂、湖南省乌石
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湘潭县“乌石情”种
养专业合作社等全资子公司，拥有员工
140余人（其中贫困劳动力30多人），带动
周边农户近 800户（其中贫困户200余户）
发展生产、就业增收。 下转4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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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洞镇，地处湘乡市北部，因境内庵子山有
一条长达4公里的古老石灰岩溶洞，相传为龙所
居，龙洞镇以此得名。龙洞里没有龙，但龙洞镇
走出了两位开国大将——陈赓、谭政。此外，龙
洞镇还曾走出过“杨门七雄”，中共城前支部也
曾设立于此。龙洞镇的红色文化底蕴之深、氛
围之浓令人感叹。

日前，“百年风华看今朝”蹲点采访团走进
龙洞镇，重温龙洞的红色故事，感受龙洞的今日
风姿与梦想。

“红色”龙洞

从湘乡城区往龙洞镇走，你可以轻松顺着
路上的指示牌找到位于泉湖村的陈赓故居。

陈赓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湘中民居，土砖青
瓦，上下两栋，左右两横呈“凹”形，共有 40余间
房屋，坐东朝西，依山靠水，景色宜人。1903年2
月 27日，陈赓出生于此。他的祖父陈翼琼是清
末湘军武将。

走进故居，大门上挂着的对联格外醒目，
“德循羊祜，源绍吉安”。讲解员易丹介绍，这副
对联出自陈赓的祖父陈翼琼之手，大意为：品德
要学习西晋名将羊祜，博学能文、清廉正直；不
要忘记陈家的祖居地在江西吉安。

陈赓的父亲陈绍纯，以先辈的积蓄购田300
多亩，加之自身的辛勤劳动和俭朴，家道渐兴。
抗日战争时期，灾民成群结队来到这里，号饥啼
寒。陈家便慨然卖田施救，到最后自家仅剩1.3
亩田，陈家的房屋也无偿让给了穷人居住。一
边走，一边听，从陈赓的家风故事里，我们不难
理解陈赓为何后来会舍弃相对优越的生活，而
毅然投身到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洪流中。

在近 40年的戎马生涯中，陈赓转战半个中
国，身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并凭着超人的机智和
勇敢多次化险为夷。他的英勇与智慧，令人佩
服、令人景仰。为了怀念和追思陈赓，现在每年
都会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到陈赓故居参观学
习，寻找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

从陈赓故居出发，大约 4公里车程，便可到
达龙洞镇楠香村，这里是另一位开国大将谭政
的故居所在地。谭政是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
导人，与陈赓是姻亲。不过颇有些遗憾的是，谭
政故居的房屋现在只剩一片空地。

“每年还是有不少人过来寻访谭政故居。”今
年 66岁的谭世春是谭政的堂弟，家住谭政故居
旁。他告诉我们，自己虽然是谭政堂弟，但与谭
政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和他相处很少，但他儿时

经常到谭政家玩，对谭政家的记忆很深刻，“房子
是一个大院子，谭政家住在院子的东边，院子里
有一个天井，还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

除了故居，令谭世春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1979年谭政回乡的故事。那一年，是谭政于新
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回到湘乡。“他们家那个院子
对面是一个食堂，他就在食堂里吃饭，而且大家
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没有一点架子。”谭世春不
知道，那一次谭政来湘乡的前两天，就要湖南省
委接待处给湘乡县委办公室发出电报通知，立
下了“四不准”的要求（不准组织人员迎送，不准
设宴招待，不准送人情送礼，不准住外边的招待
所），但通过他的讲述，谭政的清廉与亲民可见
一斑。

除了陈赓故居、谭政故居，龙洞镇还是“中
共城前支部旧址”所在地。此外，尽管后来随着
区划调整，“杨门七雄纪念碑”所在地划到了韶
山，但“杨门七雄”为了革命前赴后继、无畏牺牲
的故事仍然在龙洞镇广为流传。

“绿色”梦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90
多年前，革命先辈在龙洞镇播下的红色种子，
不仅为龙洞镇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也

在龙洞人的血脉中深深植下了敢于拼搏、敢于
斗争、敢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激励着
今天的龙洞人勇敢奔走在乡村振兴的“绿色”
梦想路上。

走进位于龙洞镇泉湖村的现代光大环保能
源（湘乡）有限公司，绿草如茵、树木葱茏，景色
十分优美。如果不是走进公司二楼的操作间，
并透过玻璃看到那一个巨大的垃圾仓，你可能
无法想象，这样一座美丽的园林式企业，居然是
一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每天清晨，一台台封闭式垃圾运输车来到
这里，通过卸货平台将垃圾卸入垃圾仓。随后，
工作人员会操控垃圾吊，抓起垃圾仓内发酵好
的垃圾，将其送入焚烧炉。焚烧后的废渣会进
入渣仓进行再利用，产生的废气再经过多道工
序处理，达到排放标准才通过烟囱排放出去。
垃圾仓中的渗滤液也通过处理系统去除其中的
污染物，最终处理后的水在厂区实现“全回用、
零排放”，实现垃圾“变废为宝”。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之外，项目周边还陆续
建起了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餐厨垃圾处理
厂。此外，工业垃圾处理厂也正在规划建设中，
一个功能完善的泉湖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正渐
成规模，引领龙洞镇在生态环保产业的绿色发
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下转4版①

“红色”龙洞的“绿色”梦想
本报记者 曾晓蓉

本报讯（记者 马贵） 6月8日，湘潭高
新区麦丰跨境电商+智能制造项目工地一
片火热的施工景象。先期开工建设的3栋
建筑、一栋 4层楼厂房和一栋钢结构厂房
主体已完工，设备将在 6月底进场安装，7
月份实现试生产。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建设
再到试生产，仅用时半年。

麦丰项目现场负责人龙权介绍，湘潭
高新区实行“容缺审批+拿地即开工”审批
模式，改变原来一环套一环的审批方式，让
多个部门的审批同步推进、容缺办理，为项
目建设节省了很多时间。“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等几个主要的审批在1个月时间内就搞
定，相比原来的流程可节省 4-5个月的时
间。”龙权说，在拿到土地的不动产权证后，
企业在满足质量安全监管的条件下，基础
工程可先行开工建设，实现“拿地即开
工”。龙权告诉我们，新的审批模式带来的
好处就是项目能够快速开工、快速建设、快
速投产，为企业节省时间、资金成本，快速
投产为企业创造效益，为园区创造税收。

湘潭金荣国际工业园是湘潭高新区与
湖南金荣企业集团联合打造的创业孵化平
台，拥有大体量的标准厂房。目前，湖南省
出台了相关政策，在全省实施“135”工程，
对标准厂房实施奖补。要获得奖补资金的
前置条件是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并在

省工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平台
上完成线上备案。金荣项目综合部经理吴
毅介绍，为让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
湘潭高新区实施容缺审批，组织建设、自然
资源和规划、消防等部门对项目开展联合
验收，减少审批中间环节，在3个工作日内
完成竣工验收。

今年以来，湘潭高新区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贯彻
落实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和市

“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要求，以政务服务
升级提质提效全力打造成本更低、服务更
好、办事更快、环境更优的营商发展环
境。全区构建产业项目闭环审批“1+N”
制度体系（“1”即产业项目“闭环”审批改
革方案，“N”即容缺审批、限时办结、联席
会议、并联办理、督考讲评五项机制），精
简材料 35%，全流程总审批时限压缩至 30
个工作日，在省工改办要求办理时限基础
上压缩了 40%，压缩比例居全市第一。在
全市率先出台工业项目“容缺审批+拿地
即开工”办理模式的实施方案，中南高科、
伊索尔、麦丰等 13个项目试点实现“拿地
即开工”，为项目开建平均抢得了 6个月
的时间。

本报讯（记者 肖中华 通讯员 刘雅然）
6月 12日，我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以下简称“学考”）开考。跟往年比，今年

学考时间由 3天调整为 4天，首次安排高一学
生参考。

市教育考试院透露，2021年学考，我市高

二 15216人、高一 14394人，合
计29610人报名参加。设市区、
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 4个考
区，共计 13 个考点 998 间考
室。其中，市区 4个考点：市一
中、市二中、市三中、湘钢一中；
湘潭县 4个考点：湘潭县一中、
湘潭县九中、湘潭县凤凰中学、
湘潭县云龙中学；湘乡市4个考
点：湘乡市一中、湘乡市二中、
湘乡市四中、东山学校；韶山市
1个考点：韶山学校。

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对接新高考，今年学考
时间增加了一天。前三天是高
二学生参考，考试科目、每科考
试时长与往年比没有变化；第 4
天即 6月 15日安排高一学生参
考，考试科目为化学、地理、历
史、生物 4科，这届学生到高二
时，学考只要参加余下 5门的
考试。

6月12日学考首日清晨，我
们在湘钢一中考点发现，考点
相关负责人早早地到达了学校
大门口，部分考生和送考老师
相继来到考场外候考。7时 30
分，考生按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戴口罩、测体温，开始排队，有

序入场，8时30分开考。除语、数、外每门考试
时间为 90分钟外，其余每门考试时间都为 60
分钟。

我市近3万名考生参加学考

湘潭高新区：

“容缺审批”推动项目“加速跑”

乌石腊肉是怎样走红的
本报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6月12日下午，湘钢一中考点，语文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离开考场。（本报记者 欧阳天 摄）

国家航天局：

天问一号任务实现了我国
航天发展史上6个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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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龙洞镇投入使用的垃圾焚烧发电站。（本报记者 方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