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0日，在韶山灌区建成通水 55周
年之际，79岁的张良贵和几位同在湘乡的
同学兼同事，又来到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
一起观看了“修建韶山灌区在纪录片”，重
温了那段热火朝天、激情燃烧的岁月。

“今天，我还带来了一张55年前拍摄的
照片，老同学们都来看看，看还认得出这是
谁吗？”张良贵的一声吆喝，将几位老同学
的目光聚集在一张黑白的照片上。

原来，这张名为“战斗在韶山灌区”的
老照片，拍摄于1966年元旦，是湖南水电学
校（现为长沙理工大学）农水专业23班学生
在韶山灌区建设工地的合照。

说是合照其实也是毕业照，因为这合
影的 26位同班同学，在韶山灌区工地上就
完成了毕业分配，除 4人分配到其他地方
外，有22人都留在韶山灌区工作。

照片中，曾纪鑫、张良贵、廖常葵、郭瑞
景这些同学们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眼神中
充满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无限憧憬。

一晃 55年过去了，曾经的青年如今已
是满头银发，而韶山灌区在他们生命中留
下的印记一辈子难以忘怀。

1965年9月，即将从湖南水电学校大专
毕业的张良贵被分配到韶山灌区工地实
习，那年他23岁。

老家在祁阳的张良贵没想到，这一实
习会和韶山灌区结上不解之缘。

实习时，张良贵主要负责总干渠小型
附属建筑物的技术工作，约 4公里长的渠
道。分配到韶山灌区后，张良贵从技术员
一直干到总工程师退休，在韶山灌水工作
整整36年。

“韶山灌区是个‘大课堂’，水利行业很
多试点项目都在灌区进行，灌区也多次被
评为全国水利行业先进单位。”张良贵说，

在韶山灌区的所学所用让他受益终身，退
休后的 20年里，他一直用这些知识和技术
继续服务社会，回报社会。

张良贵的女儿张晓玲在韶山灌区长
大，从小听父亲讲修韶灌的故事，后来成了
灌区二代，如今已成长为灌区的中坚力量。

今年81岁的廖常葵，是衡阳常宁人，张
良贵的同班同学，他也是合影中个子最高
的那位。

廖常葵说，建设韶山灌区很艰难，管理
韶山灌区也不容易。

“那时候一个管理所只有一辆自行车，管
理、巡查、绿化渠道都靠两条腿。”廖常葵说，
10多公里渠道，来回一天要把工作做完。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灌区职工是如
何完成灌区管理工作的呢？

“干工作不能讲条件，首先是要有责任
心和担当精神，其次是要依靠和联系群众，
没有群众的支持，管理这么长的渠道绝非
易事。同时还要有团队精神，要相互协作，
共同发力。”廖常葵说，工作几十年，这是韶
山灌区留给他宝贵的工作经验。

81岁的郭瑞景和张良贵是祁阳老乡、
同学和韶山灌区的同事。

郭瑞景现在虽然听力有点障碍，但一
提到韶山灌区，似乎听得特别清楚。

“父亲以前在洙津电站工作，看到电站
效益越来越好，灌区发展越来越好，老人家特

别高兴。”郭瑞景的女儿郭小华说，父亲虽然
退休了，但一直把自己当灌区的人，时时刻刻
关心灌区的事、灌区的人和灌区的发展。

“我虽然没在照片里，但我也是他们的
同学和战友。”79岁的周广瑜是湘乡人，是
张良贵隔壁班的同学。

在韶山灌区实习的周广瑜，最后也被
分配在韶山灌区工作。36年的工作经历，
让周广瑜对韶山灌区充满热爱，充满感恩。

“是韶山灌区让我成长，是灌区养活
了我的一家人。”周广瑜说，在灌区工作自
己可以说是尽心尽职尽责，工作也可圈可
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灌区的给予
与馈赠。

退休后，周广瑜仍居住在韶山灌区工
程管理局的院子里，与灌区朝夕相伴。

“不管何时，只要韶山灌区需要，我们随
时听从召唤。”这是年近八旬的周广瑜对韶
山灌区的承诺，也是这张老照片里第一代灌
区建设者和管理者对灌区的深情表白。

记者手记：
作为韶山灌区的第一批建设者和管理

者，曾纪鑫、张良贵、廖常葵、郭瑞景、周广
瑜等都已到耄耋之年，正是因为有他们 30
多年的辛勤付出，韶山灌区依旧年轻，正当
壮年。55年来，韶山灌区确保了湘中大地
旱涝保收，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担当。老一辈韶灌人留下了一份宝
贵的精神财富，那便是“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的“韶灌精神”。
如今，建设韶山灌区的接力棒，已交到新一
代韶灌人的手中，“韶灌精神”也代代相传，
融入新一代灌区人的血液中，历久弥新，生
生不息。

快速反应 靠前指挥

水利部门第一时间
处置度汛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6月8日16时，市水利局接

到雨湖区水利部门来电反映，鹤岭镇炉泉水库坝体出
现排水棱体全线冒水问题。险情就是命令！市水利局
快速反应，靠前指挥，先后派出两批次专家现场指导排
险，使险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

汛期当前，市水利局严格执行“领导带班、组长领
班、全天值守”的汛期 24小时值班制度，调动全局力
量，主动履职担当，宁可越位不缺位，为全市安全度汛
当好“发动机”“助力机”，全力做好“防”的各项工作。

防汛就是责任，险情就是命令！获悉鹤岭镇炉泉
水库险情后，尽管已到下班时间，市水利局值班负责人
文求辉仍快速反应，带领防汛抢险技术支撑专家组迅
速赶赴现场查勘，并于当晚对险情做出初步判断，指导
雨湖区水利部门对险情进行了初步应急处理。

排除险情，技术服务紧跟上！6月10日，市水利局
再次派出专家组到炉泉水库指导排险除险。经专家组
现场勘测会诊，分析诊断险情为炉泉水库放水涵管出
口段被杂物堵塞，不能保证正常出水，造成向外坡排水
棱体溢出。不排除险情，势必会对大坝造成重大安全
隐患。专家组迅速制定除险方案，安排人员疏通涵管，
及时排除了险情。

“任何险情，只有处早处小，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及时排险除险，市水利局
成立了防汛抢险技术支撑专家组，按区域又分成湘潭
县片区、湘乡片区、韶山片区、河西片区、河东片区5个
小组，哪里有险情，专家组成员将第一时间赶赴一线排
险除险，坚决杜绝“小险变大险”“大险变大灾”。今年
以来，像炉泉水库这样的险情，市水利局已经指导排除
6起。

针对部分水库年久失修，近段时间以来，市水利局
已派出4个检查组分赴各县（市）区开展小型水库专项
安全检查，查找薄弱环节，督促各地补齐短板，确保水
库安全度汛。同时，检查组对每座水库去年安全检查
发现的问题和这次大坝安全鉴定的问题一一核查，摸
准工程险情与隐患，并把信息录入全国小型水库管理
系统。

清溪镇：

开展安全应急检查除隐患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阳扬）为切实做好

当前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各类事故，连
日来，韶山市清溪镇对所辖范围内的行业领域、企业单
位的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开展了一次全面、彻底、
细致的安全应急检查。

清溪镇坚持高位推进这次安全应急检查，镇主要
领导一线指挥，分管负责人率领工作人员深入重点企
业，对标“三个清单”(突出问题清单、重大隐患清单、制
度措施清单)，专门邀请行业专家“一对一”对镇域相关
重点企业，做全方位、立体式“安全体检”,重点对危险
化学品、粉尘涉爆、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消防、森林防
灭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督促各企业完
善台账资料；对发现的电线部分未套管，消防通道堵
塞，检查组当场责令负责人立行立改，同时，督促各部
门务必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做好火灾防控工作。截
至目前，共检查单位、企业 18家，发现问题隐患 72条，
均已现场交办，落实整改。

下一步，清溪镇将以夏季百日安全三大行动与三
年行动攻坚、打非治违、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
有关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要
求企业严格落实隐患治理整改措施、时限“双到位”，并
组织开展回头看，切实把各类事故苗头遏制在萌芽状
态，确保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这个主题活动日有意义
本报讯（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通讯员 张幸） 6

月11日，湘潭县石鼓镇沿红村党总支书张岳柱正带领
村里的几名党员在一片新垦复的地里栽红薯，忙得大
汗淋漓。

张岳柱介绍，由于当地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村里的一些土地被撂荒了。为了垦复和充分利用这些
撂荒的土地，村里想了很多办法，眼下这片土地就是村
党总支组织党员们趁前几天天气晴朗，通过开展“开荒
种粮，我为粮食安全出把力”主题党日活动开垦出来
的。

活动那天，共有12名党员和几名入党积极分子参
加，通过一天紧张的劳动，共开垦出 16亩荒地。这次
开垦出的16亩土地将全部栽种红薯，所产生的效益则
全部作为村集体的收入。

进入夏季，“省级文旅扶贫示范村”韶
山市韶山乡平里村到处生机勃勃。连绵起
伏的群山环抱着碧绿的稻田，纵横交错的
通村入户道路两旁蔬菜叠翠、瓜果飘香。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打
造出来的秀美村庄让人心旷神怡。

村部附近的徐家湾组、棉付塘组共有
60多户人家，位于韶峰南麓的缓坡上。一
栋栋漂亮的民居周围，要么是整洁的菜园，
要么是芳草鲜花；散落其间的数口鱼塘，四
周护栏风格统一，既美观又具防护功能。
屋边、路肩刚刚修整过的沟渠防洪灌溉兼
顾，空中、墙头刚刚规范过的电线电缆整齐
有序。

6月 10日，正在帮助徐家湾组一户村
民硬化屋前坪的驻村第一书记吴启军介
绍，平里村去年已跻身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今年正在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新

增两个美丽屋场是考核验收的硬件之一。
而徐家湾组、棉付塘组基础条件比较好，只
要投入少量资金，稍加规范整治，即可达到
美丽屋场的标准。近段时间，村组干部、党
员带头，动员各农户投工投劳投资，按照规
划设计进行绿化、美化、亮化施工，目前已
接近尾声。

平里村由原韶东村、韶西村合并而成，
距离韶山市核心景区仅 3公里，2016年成
功摘掉“省定贫困村”帽子，今年市、县（市）
又派驻了乡村振兴工作队。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平里村
靠近韶山市核心景区，自然不会放过红色旅
游和乡村休闲旅游相结合的大好机遇，为脱
贫攻坚提供物质基础。近几年来，在上级党
委政府统一部署下，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
队和村“两委”齐心协力，积极争取政策性资
金、项目支持，以及帮扶后盾单位的资助，从

改善水电路基础设施入手，千方百计发展产
业，整治人居环境，成绩斐然。去年4月，省
文化和旅游厅评出20个文旅扶贫示范村，平
里村榜上有名，湘潭市唯一。

取得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后，平里村
积极迈向乡村振兴的洪流。抓产业促就
业，群策群力，开发旅游资源，进一步拉近
与韶山市核心景区的距离。

去年 11月，村“两委”经过认真分析考
察，引进入选全国产业扶贫百佳案例的“一
亩田脱贫”模式，即“一季优质稻+食用菌赤
松茸”轮作。并购置了食用菌烘干设备，将
赤松茸加工成特色旅游产品，增加收益，此
举还可以解决赤松茸鲜菇滞销的后顾之
忧。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种了25亩赤松
茸，有 1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田间管理
与加工，另外 5户贫困户各种一亩。今年 2
月下旬至4月下旬，赤松茸产销两旺。种菇

农户增收 6000-10000元不等，村集体增收
14万余元。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驻村帮扶的
第一年，驻平里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在认
真总结脱贫攻坚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制定了新的五年发展规划。其中，今
年有“深耕一亩田”、着手打造“56朵花特色
民宿”（即56个民族特色民宿）等10个建设
项目，涵盖产业振兴、文化振兴、民生实事、
基础设施等4个方面。

村党总支书记胡向红介绍，“56朵花特
色民宿”项目准备与某旅行社合作，共同出
资将村内闲置的民房改造成各具民族特色
的民宿馆，提供餐饮、民宿和特色农产品销
售服务；并挖掘当地人文历史，兼顾红色旅
游资源开发。今年的初步目标是注册公
司、打造出 1个游客接待馆、10个民族特色
馆。目前，有关农户、公司、旅行社及村集
体的投资投劳、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等方案
基本确定，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

“去年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断
了公司与朝鲜、泰国等地的市场贸易，所有
产品只能转内销，而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竞
争压力大。目前，公司正酝酿通过电商平
台，扩大产品销路。”6月 11日，湖南（湘潭）
王家名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铁光介
绍，他是从建档立卡贫困户起步的民营企
业主，多亏政府 6年来的产业帮扶，加上自
身不懈努力，如今生产规模大幅增加，年产
值超过 3700万元，每年支付劳务费就达 80
万元。

家庭作坊变企业

58岁的王铁光，是雨湖区姜畲镇易建
河村人。他走出中学校门、走向社会后，在
成家创业的过程中走了一段弯路、错路，直
到2000年以后才白手起家，历尽坎坷，取得
目前的成就。

2001年，王铁光带着在长沙打工时认
识的妻子回到老家姜畲镇易建河村，准备
建住房，但资金缺口很大。父母与其他亲
戚朋友给予了一定帮助，镇政府有关部门
帮他申请了困难户建房补贴资金，才把房
子建起来。此后 10余年，夫妻俩替人家做
过槟榔销售，经营过蛋糕甜点生意，但每年
收入都不高，勉强糊口而已。

2013年，王铁光将目光转向熟食加工
行业，从长沙高桥大市场进购木瓜、红辣
椒、小鱼仔等原材料，通过向父母学习卤
味、剁椒、酱菜等传统手艺，以及外出学习
技术经验，雇请了几个人在家里开办加工

厂。夫妻俩起早贪黑劳作，搞生产、跑销
路、了解市场信息，忙得不亦乐乎。但由于
生产规模、资金保障及其他因素制约，加工
厂效益很不理想，两年下来不赚反亏。因
此，2015年他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市市场监管局、雨湖区姜畬供电所和
姜畬镇政府结对帮扶责任人的鼓励、支持
下，王铁光继续经营熟食加工产业。

有了产业扶贫的政策引导，以及帮扶
责任人的细心帮助，加工厂资金、技术、场
地、市场等瓶颈适时得解，生产效益节节攀
升，一步步迈向成功的彼岸。2017年，王铁
光创办了湖南王家名府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王老爷”商标，产品知名度逐渐扩大，不
仅在省内外畅销，还走出了国门，他本人因
此成为全镇乃至全区脱贫致富的优秀典
型。

付出汗水终成功

资金周转和产品销售，是所有民营企
业必须面对的难题，生产过程也是步步艰
辛，王铁光尝够了其中滋味。

“董事长”“老板”“企业家”等一个个光
鲜亮丽的称呼背后，其实是辛酸、痛苦，甚

至眼泪。王铁光是个耿直人，从不忌讳自
己所经历的一切。“记住过去，是为了打造
更好的未来。”他说。

有一次加工“毛毛鱼”产品时，由于对
新机器、新技术不够了解，翻来覆去倒弄都
无济于事，产品达不到质量要求，导致 500
多公斤原材料报废。面对这么大的损失，
王铁光非常难过，但他努力克制情绪，尽力
安抚员工。折腾到凌晨时分，他因身体本
来就不适而累倒，被家人送进医院急诊室。

去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期间，部分在
外地的员工不能到岗，导致公司无法正常
运营，产品又出现滞销，王铁光心急如焚。
镇党委政府以及区、镇扶贫办有关负责人
积极想办法，给予王铁光莫大的精神安慰
和实质性帮助。一方面动用各方面人脉关
系，向周边超市、饭店或企事业单位推销，
同时和多家电商平台联系，线上线下“两条
腿走路”，帮他顺利渡过了难关。

用心用情待乡亲

在企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王铁光不
忘回报社会，回报父老乡亲。

“我是经学大师王闿运的第七世孙，世

人尊称王闿运为‘王老爷’，注册食品商标
的灵感来源于此。”王铁光说，为发扬王氏
家风，传承祖辈乡里美食制作工艺，无论创
业之初的艰难阶段，还是如今年产值超过
3700万元的辉煌时期，都严格坚持在确保
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开发新产品、新口味，努
力打造“王老爷”熟食品牌。

目前，公司产品有辣椒、鱼、外婆菜三
大类12个品种。辣椒、洋姜等蔬菜原材料，
主要在本镇及周边石潭镇、排头乡等乡镇
采取订单式生产；小鱼仔、鱼尾等原材料，
从长沙或国外市场进购。王铁光坚持一个
原则，只要本地的原材料能够达到质量标
准，就绝不到外地采购。

公司常年需要 50 余人工作，除聘请
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他员工大部分是当
地村民，每年累计需要支付劳务工资 80
万元左右。今年 58岁的村民邓金云没有
一技之长，加之妻子和儿子患病需要照
顾，无法外出务工挣钱。自 2015年以来，
邓金云一直在“王家名府”当保洁员，月
工资 3200元。王铁光考虑到他家实际情
况，给予了其最宽松的作息制度。只要
他每天保证生产区、生活区整洁卫生，就
不需要时刻待在公司，来去自由。因此，
邓金云还兼任了村里的保洁员，另外有
一份报酬。年过半百的村民周长明，也
是公司的“老员工”，每天在生产车间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分拣、漂洗、打包等，
月薪 4000 元。周长明自己患腰椎病，妻
子常年患病需要人照顾，这份工作对他
来说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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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希台 见习记者 童鸣远

“重温韶灌建设史 铭记百年党恩情”系列报道⑥

从贫困户到民营企业家
——记雨湖区“王老爷”食品创始人王铁光

本报记者 黄武平

平里村：翻开文旅产业新篇章
本报记者 黄武平

“只要韶山灌区需要，我们随时听从召唤”

55年过去，张良贵等 5位老同学看着全班合
影，回忆当年峥嵘岁月。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