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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韶灌建设史 铭记百年党恩情”系列报道⑦

她每天上下班来回车程两个小时，
她却从来没有迟到早退；她的孩子才上
小学，但一年中除了在暑假休几天年休
假陪孩子，她从来没有请过事假、病假；
她经常加班加点，却从来没有少值过一
天班。

在领导眼中，她工作负责，不推诿、
不畏难；在同事眼中，她虚心宽容、乐于
助人；在帮扶贫困户心里，她真心实意、
胜似亲人。

“韶灌精神”之于她是一种骄傲，更
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她是韶山灌区工程
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芳，一位“韶灌精
神”的传承者践行者弘扬者。

1979年出生的刘芳，自 1998年 8月
从湖南省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分
配至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工作，已有 23
年的工作经验。

“我父亲也是韶灌退休的，我是真正
的灌区二代。”刘芳言语中流露出作为韶
灌人的一种自豪感。

然而最初毕业分配到韶山灌区工
作，刘芳的内心却始终有一种压力。

“这是刘炳南的女儿，刚毕业分配来
灌区。”刘芳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长辈
和同事们无意间谈及父亲与自己，无形

中就有一种对比，一种压力。
身材单瘦的刘芳，从到韶山灌区工

作起，心里就默默地较着劲，努着力，因
为她不能给父亲丢脸。

23年间，刘芳先后在韶灌局东山管
理所、云湖桥管理所、局机关旅游发展办
和办公室工作。

在基层管理所，刘芳待了整整 19
年。“到东山管理所上班第一天，就买了
一辆自行车，经常一天要骑车巡渠几十
公里。”刘芳说，有次骑车被狗追还摔倒
在田坎上。

夏季防汛抗旱，秋冬渠道施工，19年
的基层渠道管理经验，让刘芳慢慢成长
为灌区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韶山灌区结合自身独特的
水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等优
势，积极探索融合发展转型发展，开启了
韶山银河旅游区和韶灌水利小镇建设。
2017年，刘芳从一名水利工程专业技术
人员，调到机关负责灌区旅游发展工作，
开启了她一段全新的工作。

隔行如隔山。刘芳一边熟悉行政工
作要求，一边了解灌区旅游资源情况，还
不断学习国省市的相关政策，掌握项目
前期工作和组织实施的各项流程要求。

一年下来，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她用
了不下十个。

“灌区在转型发展，个人也要同步学
习提升，只有把自己的梦想融入灌区发
展的事业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
值。”刘芳认为，随着韶山灌区现代化建
设进程的加快，灌区必将迎来新的辉煌。

“灌区旅游发展对我来说，是一个全
新的领域，也是一次新的调整，一切必须
从零开始。”刘芳说，新岗位虽然有挑战
和压力，但也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为尽快适应新岗位，刘芳把自己“归
零”。她白天跑项目，中午查资料，晚上
写材料。工作虽然辛苦，但刘芳始终保
持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做到自我
加压、主动作为。

在旅游发展办，刘芳先后完成了韶
山银河旅游区景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创
建湘潭市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和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组织举办韶山灌区陈
列馆党课宣讲活动等重点工作，灌区的旅
游发展得到市领导的重视，打造“韶灌水
利小镇”被纳入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
设的十个特色小镇之一，旅游发展办也连
续两年被评为韶灌局先进部门。

2020年到办公室工作后，刘芳要学

习的内容更广泛了，公文处理、保密、安
全生产、信访等等都是全新的工作内容，
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化，工作对她来说就
是不断学习和挑战自己的过程。

刘芳的家在湘潭县易俗河镇，韶灌
局机关在湘乡市东郊乡，两地相距约 50
公里，一个来回就是100公里。刘芳每天
早上6点起床，送小孩上学后便马不停蹄
驶向灌区。5年来，刘芳的代步车行程达
13万公里，她也从一个驾驶新手变成了

“老司机”。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工作效率不高

的人，因此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
能完成好工作任务。”刘芳经常自诩“笨
鸟先飞才可以勤补拙”，只有坚持不断学
习才能做好每一项工作。

笨鸟先飞，这或许就是刘芳对“韶灌
精神”的另一种阐述。在韶山灌区现代
化建设的征途中，刘芳埋头赶路，挥汗如
雨，也留下一路芬芳。

60名“农业带头人”
参加电商培训

本报讯（记者 黄武平）近日，全市“双新”工程（建设新
乡村、培养新农民）之新农民培训市级示范班又开班！这次
培训的课题是农村电商，来自全市各地的60名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参加。

随着电子商务活动的突飞猛进，农产品网络直播、大数
据分析应用等技术手段越来越受青睐。农村电商作为一种
新业态，在刺激农村消费、促进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
显，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进行正规化、系统化学习
是大势所趋。

这次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邀请了
高校、农业科研院所专业教师和资深电商从业人员讲课，对
电商平台制作、扩大营销渠道的技能进行了重点辅导。通
过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学员们了解到如何将农产品上传
到互联网进行销售、制作精美的短视频等，掌握了直播带货
的基本话术，以及如何直播引流等互联网营销技术手段。

实施“双新”工程，是今年我市“三农”工作的一项重要
抓手。按计划，全年市、县、乡三级共计要培训新农民10000
人，其中培训高素质农民 800人。自 3月份以来，市级示范
班已相继开办了多期，主题分别是粮食生产、农机新技术新
产品运用等。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办新农民培训班的
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农产品产、加、销专业技能，提高生产效
益，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市、各县（市）区农业部
门要因地制宜、分期分批进行，突出重点、对接需求、注重效
果。同时希望广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珍惜培训机会，理论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有所成。

泉塘镇军塘村：

组织生活会“辣味”足效果实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王雅晴

“你做事缺少沟通、协调能力不够”“你工作责任心不够，
计较个人得失”“你性子急躁，做事拖沓”“同志们对我的批评
建议，我虚心接受并坚决立行立改”……

近日，在湘乡市泉塘镇军塘村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
织生活会上，与会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言语“犀利”，问题
分析一针见血、见事见人，“辣味”十足，让与会人员真正体会

“红红脸、出出汗”的感受。
“以往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碍于面子说得很委婉，生怕

伤了‘和气’，通过这次大胆的尝试，真诚直白地摆问题提建
议，不但没伤‘和气’还形成了一股‘正气’。”与会人员激动
地说，通过这种“大熔炉”的淬炼，个人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
提升。

这次组织生活会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特邀了 3位离任
“老班长”参会，他们分别是离任支部书记李仲桂、李长生、老
会计欧阳明华。军塘村党总支书记王华介绍，之所以请3位
老同志参会，一是收集他们从党员群众中听到的对本村各项
工作和现任村“两委”成员的意见，二是请他们就怎样做好村
级工作和如何当一名合格的村干部进行“传经送宝”。3位
老同志踊跃发言、认真记录，提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
议。

会后，参会人员还分享了党史学习笔记。大家表示，这
是一次有深度高质量的组织生活会，充分用好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将坚决立行立
改，全心全意投入到村上的各项工作中。

千余双皮鞋送给农村党员
本报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通讯员 陈璐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
举国同庆的大喜日子到来之际，湘潭县石鼓镇的 1263名农
村党员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该镇企业家、湖南涓江
鞋业有限公司赵声安提供的1双皮鞋。

1964年出生的赵声安是石鼓镇栗梅村人。早在20世纪
80年代，赵声安白手起家创办了一家制鞋企业，经过多年打
拼，企业如今已发展成为青山桥皮鞋产业的龙头企业，赵声
安也成了青山桥皮鞋产业的领军人物。

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先富起来的赵声安始终不忘身边
的员工和经济困难的乡亲，不仅在用工上尽可能多地安排家
庭困难的劳动力就业，每年春节和重阳节还会上门慰问贫困
家庭和敬老院的老人。早在 1997年，赵声安就牵头募集数
十万元在家乡建起了希望小学，这些年来更是有多名贫困学
子在他的支助下圆了大学梦。修路架桥，为家乡建设，赵声
安都没少出力。

当问及赵声安为什么想到为全镇所有共产党员送一双皮
鞋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特殊礼物时，赵声安说：“是党的好政策
让我走上了致富路，而广大农村党员长期工作在基层，送皮鞋
是希望他们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带领乡亲们走得更
远、更好。”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刘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人人有责 ......”近日，
一辆私家车变身为“流动宣传车”，在
韶山市清溪镇永义村的乡村道路和
田间地头旁往返穿梭，让“三禁三不
三严”的声音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该车车主是永义村的一位村民
小组长邓海芝，他同时还是环保宣传
员和文明实践志愿者。就是他，积极
动员一家大小齐上阵，热心参与村级
事务，支持配合村上工作。在疫情防
控、文明创建和人居环境整治等志愿

服务中，人们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
们一家也成了希望田野上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同时，邓海芝还注重家风家
教，用心培养孩子们热情奉献、生态环
保、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让优良传统
美德在孩子心中扎根，不断发芽。

村党总支书记余互湘介绍，邓海
芝“私车公用”早已不是第一回了。
近两年来，不管是修路还是其他公益
活动，但凡需要，邓海芝总是开着私
车义务参与。村里人一提起他总是
竖起大拇指。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
村里不少人都主动来当志愿者，为各

项公益事业默默奉献。
近年来，清溪镇注重典型示范、

树立导向，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榜样引领带
动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的不断深入，志愿服务活动的蓬勃开
展，该镇有效打通了联系群众、宣传
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如今，该镇镇容村貌整洁干
净，人际关系和谐友善，精神生活日
益丰富，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文明
已逐渐成为人民生活画卷的最温暖
底色。

环境美洁净
宜居且宜游

——湘潭县排头乡深入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侧记

本报记者 白杨

“田间盛开的鸢尾花、美人蕉鲜艳夺目，干净整
洁的村道两旁雏菊、满天星团团簇簇，引得游人如
织；一座座美丽庭院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一路走
来，所见所闻甜蜜又温馨。哈哈，这就是我美丽的家
乡！”近日，回乡省亲的湘潭县排头乡团结村青年小
刘在微信朋友圈发帖说，自从“五一”假期乡里组织
举办了“湘潭·排头首届鸢尾花节”后，来村里游玩的
人越来越多。

近年来，团结村华懿水生花卉基地的数千亩鸢尾
花、美人蕉，已经成为排头乡乃至湘潭县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的一张靓丽名片，美丽乡村转化成美丽经济的趋
势十分明显。首届鸢尾花节吸引市内外万余名游客前
来休闲观光，为促进当地生态农业与“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以及特色农产品销售起到了较大作用。

欣喜之余，部分村民担心家门口的环境卫生会
受到影响。然而，他们多虑了。

“五一”期间，在乡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周密
安排部署下，村组干部、党员群众齐心协力，严格按
照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清四治四提升、三治三
化”的要求，在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的同时，以集镇
区、公路沿线、水域环境、农户庭院等为重点，党员、
干部带头，全民动员，全面清理卫生死角（盲区），集
中整治乱搭乱建、乱涂乱倒、乱停乱摆等“六乱”行
为，以及清除道路两边杂草灌木、拆除破败空心房
等，以更加清新的人居环境，迎来送往参加鸢尾花节
的四方游客 ，交出了一份优美答卷。

围绕“四清四治四提升、三治三化”要求 ，认真
搞好团结村鸢尾花节期间的环境卫生，只是排头乡
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并且，全乡上
下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了长效责任机制，人居环
境改善和乡村旅游发展正在悄然发生着良性循环，
为即将到来的“荷花节”“特色农产品直播带货”等节
会活动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来，排头乡共新设生活垃圾收集点 819处、
新增垃圾桶4820个，确保垃圾不落地；在主次村道播
撒美女樱、雏菊和满天星等花籽 350公斤，进一步绿
化美化道路沿线环境；同时，通过增加清运车次、清
运人员，合理安排清运时间与路线等方式，提升南下
村、回龙桥、黄荆坪三处垃圾转运站的日吞吐量，有
效加快了全乡垃圾的转运速度。

今年，排头乡有 900座（户）改厕任务，分别安排
在团结村、南下村等5个村。到4月中旬就全面落实
了农户申报、首厕过关培训等工作，全市领先。目
前，由乡改厕办聘请的专业施工队伍分头在各任务
村作业，乡、村安排的技术指导员兼质量监理员每天
坚守工地，确保施工进度和合格率，为全市厕所革命
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此外，今年排头乡的人居环境整治任务还有很
多。包括打造4个垃圾分类减量处理成效显著村、建
设一批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置利用中心，创建县级美
丽乡村示范村团结村,建设美丽屋场3个,打造三星美
丽庭院720户、四星美丽庭院72户，争取生活垃圾处
理付费制度行政村全覆盖、农户付费资金收缴率
100%。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取得了
预计的阶段性成果。

排头乡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该乡农耕文化底
蕴深厚，优质稻、湘莲、竹根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量多
质优，周小舟故居、隐山历史文化公园、“元帅树”等
人文景点闻名遐迩。全乡广大干群正在朝着乡村振
兴“20字方针”指明的方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人
居环境，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新排头”。

“茯苓还有两个多月就收获了，
希望有个好价格、好收成！”6月下
旬，说起村里首批种植的 10余亩茯
苓，湘潭县白石镇昭金村党总支书
唐建宇充满期待。其他村民补充
道，不仅卖出去有收益分红，种植期
间还有劳务收入，让一些留守老人、
妇女有活干、有收入。

奇形怪状、黑褐色外皮，这个形
似红薯的“土块头”，就是当地村民
眼里的致富果——茯苓。 在他们
看来，茯苓其貌不扬却全身是

“宝”：食药两用，富含锌、钾等矿物
元素，被称为“四季神药”，有着很高
的开发利用价值。

“村委一直在琢磨如何把资源
优势变为经济效益。一次农业展销
会上，我们得知茯苓投入少、收益

高、种植周期短，见效快，市场前景
也不错，而且种植茯苓还能减少松
林腐殖质堆积，降低森林火灾发生
率，特别适合我们村山多林广的情
况。”唐建宇说。

为让茯苓顺利种植，最终形成产
业致富村民，昭金村从产业模式、村
民动员、技术保障三处着手，一步步
推动茯苓在昭金村落实生根。在产
业模式上，村上变常见的“公司+农
户”为“村集体+公司+农户”的模式，
既解决了茯苓种植在资金、技术、销
路等方面难点，又壮大村集体经济、
促进村民增产增收和企业发展，形成
了三方合力、三方共赢的发展局面。

为打消村民对这种陌生作物的
顾虑，村里召开了种植动员会，不仅
介绍产业模式，还讲解了茯苓种植

的要求要点、技术原理，承诺技术员
挨家挨户上门指导。不少村民表示

“有技术员在，我们应该能学会”“之
前担心不会种，现在放心了”“有公
司包销就好，最怕种出来没人买”，
愿意加入种植队列中。

种植期间，村委会请来技术人
员开展田间指导，一对一示范整地
挖穴、段木摆放等步骤，指导村民做
好清沟排渍、及时覆土等管理。

昭金村的茯苓种植路，是白石
镇特色农业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之
路上的一处缩影。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接续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白石
镇致力于打造“一村一品”，提高土
地资源的利用率，产业兴、百姓富、
乡村美，乡村振兴的时代之歌在这
个小镇久久回荡。

为助力昭山镇七星村乡村旅游发展，去年，江西人童军生在昭山镇七星村流转土地 40亩，种植郁金香、百
合、非洲菊和玫瑰等花卉，带动当地10多名劳动力就业，还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仅今年上半年，已实现花卉
收入60多万元。目前，他种植的非洲菊、玫瑰等花卉被长沙、株洲等市场看好并热销，同时，亮眼的各种花卉也
助力了乡村旅游业。每逢周末，前来摘花的游客越来越多。图为童军生在摘枝打理非洲菊。

（本报记者 李新辉摄影报道）

一路芬“芳”向韶灌
本报记者 王希台 见习记者 童鸣远

“土块头”托起乡村振兴梦
本报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文若涵

清溪镇：私家车变身“流动宣传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