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
要闻 04

责任编辑：周通 美编：巫晓瑛 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王希台 吴新春 美编：肖枫三农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08）

地处湘潭城郊的雨湖区姜畲镇，交
通便利、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历来
以水稻、蔬菜种植为农业主导产业。目
前，全市十大农业示范园之一的姜畲现
代农业示范园核心区就在该镇，已经成
功打造为市区“菜篮子”基地。最近，农
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首批国家农
业产业强镇名单，姜畲镇以绿色蔬菜产
业跻身其中。

近年来，姜畲镇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依托蔬菜产业基础，
以“科技农业、智慧农业、设施农业和品
牌农业”为抓手，积极打造精品果蔬产业
样板、休闲农业样板和区域农业发展样
板，助推“雨·湖蔬鲜”公用品牌建设，全
镇绿色蔬菜种植面积达2.5万亩。

在参与国家产业强镇示范建设过程
中，姜畲镇以蔬菜产业为“一县一特”“一
乡一品”主导产业，聚力打造蔬菜特色产

业园，主推湘潭矮脚白、九华红菜薹等地
理标志产品，逐步壮大珍稀食用菌黑皮
鸡枞、立体种养“湘莲+”等附加值高的产
业。同时，不断建立健全农产品溯源体
系，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截至目前，全
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全程社会
化服务覆盖90%以上的农户，规模生产基
地“三品一标”农产品实现全覆盖，累计
带动6万余户农民通过就业、产业增收致
富，村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超过 2.2万
元。

位于姜畲蔬菜特色产业园中心位置
的泉塘子村、青亭村，主动探索与乡村振
兴战略深度融合的方式，通过“村企共
建”，引导扶持农业企业和其他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开展产业帮扶，带动周边村民
尤其是脱贫户稳定增收。其中，湘潭绿
新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蘑蘑哒”食用菌
生产基地，给100多名村民提供就近就业

机会，人均年收入达 2万多元；还有部分
村民与“蘑蘑哒”合作，利用房屋场地培
育食用菌，每年都有较好的收入。湖南
湘艺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多种
形式为 80多名当地村民提供增收渠道，
其中大多是家庭困难人员。

同时，姜畲镇多措并举，积极推动产
业形态由“小特产”转变为“大产业”，空
间布局由“平面分散”转变为“集群发
展”，主体关系由“同质竞争”转变为“合
作共赢”，着力壮大现代农业产业经济
带，不断增强蔬菜特色产业园综合竞争
力。

其中，湖南蘑蘑哒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湘潭绿新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建成
迄今为止全省唯一的 5G智慧农业项目
——食用菌产业园，并与周边三汇、国
安、湘艺源等农业经营主体达成合作协
议，采取培训技师、提供菌包、产品回收

或租赁大棚等形式，共同发展珍稀食用
菌黑皮鸡枞特色产业。

此外，姜畲镇成功打造了华银生态
园、河头家庭农场、栗塘生态农庄、谈櫂
纶家庭农场社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以蔬菜特色产业
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同时，
依托华银生态园生产经营场地，将农耕
文化、红色党建文化、休闲旅游有机融
合，建成“湘潭市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最近，华银生态园田间学校成功获
评全市唯一的国家级田间学校。

为不断健全农产品营销体系，提高
流通效率，降低经营成本，近年来，姜畲
镇在充分发挥市区农产品批发市场主渠道
作用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工程，创建电子商务
孵化平台，扩大网上交易规模，积极提升农
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成效明显。

巍巍昭山，繁华集市，作为“潇
湘八景”之一的“山市晴岚”，是历代
文人极力传颂推荐的胜地。

“山市晴岚”中的“山”所指的便是
昭山，而“市”便是指的易家湾集镇。

青山依旧在，“山市晴岚”里的
集市却早已褪去繁华，只能循着狭
长的街道去寻找历史的记忆。

2023年 9月 11日，在岳塘区昭
山镇易家湾直街，我们找到了原昭
山供销社系统下的湘潭市昭山制酱
厂，虽历经 60年风雨，仍有浓郁的
酱香飘往老街。

“易家湾镇的主街叫直街，直通
湘江码头，以前铺的都是麻石路。”
今年80岁的易甲兵说，自己16岁到
昭山制酱厂当学徒，从事酱油制作

整整44年，退休也一直住在直街。
易甲兵介绍，昭山制酱厂创办

于 1963年，这里以前还有钱庄、五
金厂、粉末冶金厂、水运处，林林总
总加起来有 40多个单位，铺面林
立，极尽繁华。

“每年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就要
开始忙碌了，要赶在端午节前把酱
坯制作好。”易甲兵说，制酱时间长
达 7个月，要晒满 180天，到中秋节
时便有了酱油。

在计划经济时代，昭山制酱厂
有350公斤的大酱缸100口，年产酱
油7万公斤，其生产的酱油、酱菜等
产品则主要供应长沙和株洲，“昭山
牌”酱油也曾获得省优产品。

上世纪 90年代末，昭山制酱厂

改制。2006年，易甲兵舍不得这个
老厂，也舍不得老街，筹资买下了老
厂房，并将制酱手艺传给了儿子易
度。

如今 51岁的易度，将老父亲的
手艺完全继承下来，所以昭山制酱
厂仍能飘出酱香味。

疫情过后，今年易度制作了 7
大缸酱坯，目前正在二楼屋顶晾晒
发酵。在二楼平台，我们看到酱缸
整齐地摆放着。揭开一个酱缸的盖
子，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鼻而来。易
度介绍，这黑乎乎的糊状物就是制
作酱油的酱坯。

说起传统的制酱技艺，易度开
始滔滔不绝：“浸籽、蒸煮、拦抖、发
酵、踩缸、晒坯、取油、杀菌、调制等
工序必须一道不少地规范操作，每
道工序还要求技术到位，发酵和调
制技术是保证高品质酱油的关键。”

因为不添加任何添加剂，采用
纯手工古法制酱，昭山制酱厂的酱
油酱香浓郁，至今仍拥有不少粉丝。

“不少老顾客还是会来购买豆
瓣酱和酱油，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个
老味道。”易甲兵说，易家湾直街的
生活让他难以忘怀，因为他人生最
美好的青春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
的。至今，易甲兵仍保存了不少“昭
山牌”酱油的商品标签，翻阅这些资
料时，他似乎又看到了昔日制酱厂
忙碌的画面……

如今，大多数居民已搬离这条
老街，除了制酱厂，老街上的其它店
铺和作坊，基本已经寻不到踪影。
老街上，一眼看得到的人也就七八
个，老居民们围拢在一起，聊着往
事。街面上的房屋也多已破败，但
看起来却依然很美。

湘潭地区最大单个泵站——

金江泵站标准化管理创建
通过省级验收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刘济民）9月初，省水利厅大
中型水利工程省级达标考核专家组来潭，采取实地察看泵站运
行情况、调阅相关资料、召开技术审查会等方式，对岳塘区金江
泵站的标准化管理工作开展了现场考核。经专家组集中评定，
金江泵站标准化创建评分达到省级标准。

专家组严格按照《湖南省大中型灌排泵站标准化管理实施
细则》《湖南省大中型灌排泵站标准化管理考核办法》等有关规
定对金江泵站安全管理、组织管理、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信息
化管理、经济管理6个方面122项工作进行了逐项打分评定。

金江泵站是湘潭地区最大的单个泵站，主要承担着区域内
朝阳渠、王家晒河、仰天湖等共计 130平方公里集雨面积的防
洪排涝工作，共计18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11400千瓦，总排渍
流量103.5立方米每秒。

金江泵站作为仰天湖堤垸防汛的重要水利工程，运行多年
来，肩负着2.35万亩面积内10余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系着区域内多条重要铁路、高速、国道等交通干线的畅通，为
108家矿企事业单位的生产保驾护航。

湘潭市仰天湖大堤事务中心为金江泵站的管理单位，自金
江泵站兴建以来，事务中心认真开展标准化创建工作，扎实做好
机埠主副厂房、水泵、电气设备、设施的日常检查、维修维护和冬
春修维护保养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理论知识和消防培训。
同时，通过建立信息化操作平台，对设备的参数进行实时监控、
采集与预警分析，有效提高了泵站各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

村级供销社：

整合资源做好“供销+”大文章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9月初，市供销合作总社负责人到雨

湖区姜畲镇大进村、易建河村调研村级供销社示范社创建情况
表示，要以示范引领重构重塑供销基层组织体系，全力整合资
源，做好“供销+”大文章，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大进村供销社管理服务水稻示范种植面积2000亩，半托管
面积达4580亩。在社有企业市惠农公司的带动下，按照“十代”
服务体系经营，今年种植“邦两优郁香”800亩、“桃源香丝苗”800
亩、“10香优郁香”400亩，以“订单农业”示范种植为核心，以多方
融合发展为重点，探索出了优质稻早晚连种模式、优质“一季+再
生稻”模式、优质“稻+油”模式3种高产高效的生产模式。

易建河村供销社充分依托社有企业体系赋能，分别开展了
5大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包括土地流转服务、农资供应、水
稻种植“十代”服务、农业保险；日用品销售和农产品购销，社有
企业市绿丰公司的“莲城吆喝”线上线下体验店带领社员开启
消费合作，同时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结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活垃圾分类，充分利用再生资源回收行
业协会的后盾力量，建设美丽乡村；菜籽油榨油服务，带动社员
开展“稻+油”生产模式，提供优质高效的榨油服务；提供快递收
发服务，方便群众日常生活。

市供销合作总社负责人表示，供销系统要主动担当作为，
将易建河村供销社打造成为村级示范社，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模式。同时，要利用好供销系统内各类平台，通过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最后一
厘米”，做好“供销+”大文章；要不断优化服务，市惠农公司要深
化推广“十代”服务，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市绿丰公司、市农交公
司要加快对接，助力产供销有机融合，盘活农村资源资产，银
行、保险部门要开发适合农村主体的金融产品，提供针对性服
务，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双庙村的增收之路
本报记者 张振宇 实习生 李红英

当我们来到湘潭县乌石镇双庙村的湘潭县友良家庭农场
采访时，农场主人肖友良正在往投料机里放饲料。

肖友良介绍，这个上个月才投产的鹌鹑饲养大棚采用全自
动工作模式，棚中共有鹌鹑5万羽，日产蛋量接近5万枚(400余
公斤)。经测算，在扣除饲料等成本后纯利润在 1000元/天左
右，一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成本，效益比较可观。

一旁的村党总支书记欧阳其明介绍，这里的鹌鹑生产大棚
采用村集体利用项目支持主体经营的模式，村上用“巩固脱贫
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资金作为入股资金投入，按
8%/年享受固定分红，目前村上按这一模式发展建设了 3个同
类项目，共计规模达30万羽。待项目资金到位后，村集体经济
又将增加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双庙村是一个远离城镇的农业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缺
乏产业支撑和增收渠道。

近年来，双庙村在集体经济发展方面想了很多的办法：村
集体林场和房屋(老村部)出租曾是该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
源，两项加在一起每年可获收入6.5万元左右。

集体林场和老村部等资源是有限的，为村集体带来的收入
也有限。如何突破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一瓶颈，双庙村在争取
上级项目支持和利用项目资金入股新型农业主体获取固定分
红这一方式上做起了“文章”。

前几年，双庙村利用产业扶贫项目资金入股乌鸡养殖专业
合作社和农机服务合作社等项目，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4万元，为 2022年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万元打下了良好基
础。

随着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利用“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项目”入股的 3个鹌鹑养殖大棚相继投产，双庙村在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韶山乡：

“湘妹子能量家园”
赋能乡村治理

本报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沈逵

近年来，韶山市韶山乡党委、政府坚持把“湘妹子
能量家园”工程作为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充分发
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打造了具有韶
山乡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截至目
前，共注册 15513人，占常住人口 79%，累计发布活动
578场次，活动参与总人数为 17837人次，累计发放积
分近30万分。

三重保障强“力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增强工作推动的“力度”，
韶山乡首先强化了组织、经费和宣传“三重保障”。

在组织保障方面，韶山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实施办法和各站办所工作职
责，建立了乡党委领导、乡妇联指导、站办所协同、村两
委具体实施的工作格局。在经费保障方面，该乡将积
分制工作纳入乡年度财政预算，对示范成效显著的村
适当给予奖补。各村从便民运行经费中明确一定资金
或根据村集体收入情况明确一定比例资金保障“湘妹
子能量家园”建设，同时积极争取乡贤、能人赞助和爱
心企业资助，形成人人参与乡村治理积分制工作的浓
厚氛围。在宣传保障方面，乡村合力宣传“湘妹子能量
家园”建设目的、活动开展和作用发挥情况，扩大村民
对活动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同时，挖掘各村以“小积
分”助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广
泛宣传，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

三个平台强“效度”

在此基础上，韶山乡精心搭好三个平台，增强基层
治理“效度”。

首先是搭好志愿服务平台。该乡指导各村建好积
分兑换点，规范建立管理办法、活动流程、积分兑换制
度、积分兑换物品清单等，利用“湘妹子能量家园”平
台，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定期组织积分兑换，根
据村民意愿采购物资。积分兑换点也逐渐成为村民的

“网红打卡点”，受到村民的喜爱和称赞。其次是搭好
议事协商平台。由乡妇联牵头，组织各相关站办所、各
村定期召开协商调度会议，解决工作推进过程的重点
难点问题。各站办所采取集中统一与分工负责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工作，为促进项目取得了实效。最后是搭
好学习培训平台。该乡积极组织各村积分制专干，学
习上级文件，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兑换细则、积分内容，
开展平台操作培训会，熟练掌握平台操作技巧。同时，
加强横向学习，邀请其他乡镇先进村介绍工作经验，取
长补短，推进各村均衡发展。

三套机制强“实度”

保障强化了，平台搭好了，剩下的就是如何落实工
作责任和目标。韶山乡的做法是：建立三套机制，增强
责任落地“实度”。

第一套机制是常态调度机制。该乡每月统计各村
平台注册率、活动数、活动参与人数等数据指标，召开工
作讲评会，实行末位表态、先进村介绍工作经验，营造比
学赶超的浓厚氛围。第二套机制是考核监督机制，全乡
实行月通报、季排名、年考核的工作机制，确保乡村治理
积分制管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乡村治理积分制工作
运行及积分兑换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光荣榜和积分情况
须通过村务公开栏公示。同时将“湘妹子能量家园”工
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并作为每年村书记抓基层党建述
职评议和平安建设考核内容。第三套机制是积分管理
机制。该乡结合乡村振兴、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等，利用

“湘妹子能量家园”平台，指导各村建立“湘妹子能量家
园”积分管理台账，村积分专干负责活动发起、积分登
记、积分兑换等工作，实行“一日一记录、一月一审核、一
季一公示、一月一兑换”制度，提升了村民参与热情。

韶山乡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以打造“乡
村治理积分制深入推进重点乡”为契机，推进“湘妹子能
量家园”工作提质升级，打造乡村治理韶山乡新样板。

9月 11日，韶山市杨林乡石屏
村杨湘岳、蒋跃夫妇像往常一样早
起，来到鸡棚里捡收鸡蛋、打扫卫
生。杨湘岳主外，打理稻田、鱼塘和
蔬果园；蒋跃主内，负责接待上门购
买农产品的顾客或外出送货。蒋跃
说，她家的养鸡场常年存栏土鸡近
1000只，每天产约 15公斤鸡蛋，需
要提前预约。

年近花甲的杨湘岳、蒋跃夫妇，
一直以种田喂鱼、养鸡养鸭为业，耕
地流转面积从 10多亩起步，逐渐扩
大。夫妻俩白手起家，辛勤劳作，家
庭经济条件原本不算太差。不料多
年前杨湘岳因意外事故腿部受伤致
残，从此无法从事重体力活，他家也

因此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
在精准扶贫的利好政策下，夫妻俩
持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
良作风，注册成立家庭农场，耕地流
转面积扩大到 60多亩，仍然以粮食
生产为主导产业，兼顾养鸡、养鱼、
栽种果蔬等。他们每天从早忙到
晚，分工合作，通过适度规模的多种
经营，不仅稳定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还成为了当地产业致富带头人。

杨湘岳、蒋跃夫妇的家庭农场
以 60多亩稻田为“主板”，总面积 10
余亩的果园、菜园、鱼塘分布其中，
养鸡场就建在果园里。初秋，走进
农场放眼望去，满眼都是丰收的景
象。沉甸甸的优质稻收割在即，板

栗、蜜柚等时令水果也已成熟；成群
结队的土鸡在果树下面自由觅食，
与枝头的水果、栅栏外的稻穗共同
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和美乡村图。

有志者，事竟成。杨湘岳、蒋跃
夫妇用汗水和智慧盘活了一个中等
规模的家庭农场，年纯收入 10多万
元。“一直以来，粮食、土鸡和鸡蛋
销售收入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其他农产品只是重要补充。”蒋跃
说，如今女儿已经出嫁，儿子还在
上学，家里资金与劳力有限，夫妻
俩决心立足现有生产经营规模，秉
承绿色环保理念，一如既往地精耕
细作，为乡村产业振兴做出应有的
贡献。

城郊“菜篮子”基地谱新篇
——雨湖区姜畲镇跻身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侧记

本报记者 黄武平

编者按
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为进一步弘扬“扁担精神”和

“背篓精神”，市供销合作总社在全市供销系统启动了“寻找供销记忆”主题活动。本报特推出“寻
找供销记忆 传承供销精神”系列报道，以“讲好供销故事、传播供销声音”为主线，积极挖掘好“老
职工、老物件、老照片、老故事、老建筑”背后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

一对夫妇盘活一个农场
本报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赵波

“寻找供销记忆 传承供销精神”系列报道①
“昭山牌”酱油：酱香不怕巷子深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陈俊杰

易甲兵和易度父子介绍传统制酱技艺。（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