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季节，雨湖区长城乡高坪村“省四星级休闲农庄”花湘生态农场生

意火爆——露天游泳场每天爆满，需要提前预约；荷塘划船采摘莲蓬的、树

下休闲垂钓的比比皆是；餐饮娱乐区包厢天天满座、大厅还得“抢座”，农场

对外销售的扣肉、时令蔬果更是供不应求。8月5日，农场主谢友民介绍，近

几年来最忙碌的是5、6月钓龙虾的旺季，有时一天仅“杆子费”收入就有4000

元。他和家人立志打造城郊生态农场品牌，为全市休闲农业产业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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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过后，湘潭地区又进入晴热
高温天气，洪灾后如何迅速恢复水稻
生长，减少农业损失，成了广大种植
户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8月 6日，供销部门旗下企业湖南和
尘种业有限公司农管专家从排水、补
苗、施肥、病虫害防治、补种等多个方
面，为大家科普洪灾过后水稻的管理
措施。

种水稻是典型的“靠天吃饭”。
和尘种业农管专家提醒广大种植户：
水稻本身是比较脆弱的，早春寒潮烂
秧，五月低温不发，六月大雨洗花，七
八月高温逼熟，九月寒露风危害等
等，几乎每个月、每个生长阶段水稻
都会面临风险。因此，干农业，特别
是种粮，首先要具备高度的防灾抗灾
意识。

那么，洪灾后如何迅速恢复水稻
生长，减少农业损失呢？

第一是及时排水。
洪水过后，稻田中往往积聚了大

量的雨水。这些水如果不及时排出，
会对水稻的生长造成严重影响。因
此，要尽快组织人力和机械对稻田排
水。天气转晴时，排水时不能一次性
将田水排干，必须保留适当的水层，
以免水稻因失水过多而枯萎。在阴
雨天，可以将田水一次性排干，有利
于水稻恢复生长。

第二是补苗与洗苗。
洪水过后，部分水稻秧苗（中稻）

可能因倒伏或漂流而受损。对于这
些受损的秧苗，要及时补栽或补种。
同时，要用清水冲洗秧苗上的泥沙等

杂物，帮助它们恢复光合呼吸等生理
功能。对于倒伏的秧苗禾苗，要尽量
扶起扶直。

第三是科学施肥。
禾苗受到伤害，可以喷施“碧护”

或者磷酸二氢钾等生长素和叶面肥
促恢复。同时，稻田中的养分往往大
量流失，要根据水稻的生长情况和土
壤养分状况，可以追施少量速效氮肥
和磷钾肥，但不要过量施肥，以免造
成肥害。

第四是加强病虫害防治。
洪水过后，水稻的叶片和茎秆

容易受伤，抗病能力降低。因此，要
特别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包括稻纵
卷叶螟、稻飞虱及稻瘟病、纹枯病等
病害，水淹田尤其要预防好细菌性
病害，如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病和
基腐病，发病初期或预防期，用噻菌
酮、噻唑锌、噻森铜或三氯异氰尿酸
等喷雾，5—7天视田间情况可再补
喷一次。

总之，洪水后水稻的管理是一项
综合性的工作，种植户朋友只要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就能促进水稻的生长
和恢复，减少损失。

今年，和尘种业代理的早稻品种
“利优鱼翅”和中稻品种“臻两优钰
占”在极端灾害天气中都有着非常优
异的表现，展示了抗倒伏、抗病虫害、
高产稳产的特点。和尘种业农管专
家表示，好品种是种植增产增收的第
一步，湘潭地区今年早稻严重减产的
种植户朋友，可以挑选更好的品种种
植，以期获得稳定的种田收益。

洪水过后，水稻如何抗灾补救？
供销企业和尘种业农管专家给您支招

本报记者 王希台

一农场: 乡村旅游好去处

花湘生态农场紧临老 107国道（潭衡路），距
离长城乡政府（砂子岭商圈核心区）仅 3公里左
右，目前耕地、鱼塘流转面积约 200亩。人们从潭
衡路边花团锦簇的大拱门走进去，顷刻间告别繁
华都市、进入“世外桃源”。与大拱门直通的林荫
主路，是农场的中轴线，两边整洁有序地分布着
餐饮娱乐区、休闲运动区、蔬果采摘区和农产品
加工区等。大大小小的莲田、菜园和果园周围，
道路四通八达，路旁全部栽种着果树，一个区域
一个品种，既美观，又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天然
阴凉。农场纵深处，果园和莲田间的空坪上搭设
了鸡鸭棚，四周有网格围栏，不仅保证了环境卫
生不受影响，还给游客增添了林下放养、有静有
动的优美意境。

目前正值盛夏，农场里的桃子、枣子、柑橘、葡
萄等挂满枝头，分别有多个品种；“一田一品（品
种）”的荷花姹紫嫣红，花间沉甸甸的莲蓬让游客们
垂涎欲滴。“我种果树不施化肥，只施农家肥，也没
有使用催熟剂、膨大剂，完全是纯天然生长，所以比
市场上的同类水果个头小，也没有那么好看；但味
道非常好，营养更丰富。”8月5日上午，谢友民像往
常一样耐心地给游客们介绍，这里四季蔬果不断，
其中水果有30多个品种。需要采摘品尝水果的游
客，只能选择农场内蔬果区域的果树。路边的果树
特意保留了较多枝条，没有按照栽培专业要求进行
整枝、控制挂果率，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花期、果期观
赏价值，同时给摄影爱好者提供素材。

一家人：返乡创业搞农业

1975年出生的谢友民，儿童时代就失去了父
亲，靠母亲和姐姐抚养成人，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
勤恳钻研的优良品德。他的祖屋就在农场入口处，
门前 100多亩低洼地是他所在村民小组的菜园、莲
田和鱼塘等，每到汛期就容易被洪水淹没。因此，
绝大部分村民选择外出经商、办厂或就近打工。

2006年，为照顾年迈的母亲，谢友民与妻子凭
借在外打拼多年掌握的苗木花卉栽培技能以及建
立的信息渠道，毅然选择回乡创业，租赁门前数十
亩田地培育苗木花卉和养鱼。经过一家人连续几
年的辛勤劳作，经济收入节节攀升，生产规模逐渐
扩大到120亩；同时，他瞅准市场变化，逐渐将生产
经营主业由花卉苗木产销转型为农产品生态种养，
水中种莲兼养鱼（虾、鳖、蛙），陆地种植蔬菜水果、
养殖家禽。他陆续投资对田土、鱼塘进行规划整
理，刻苦学习、认真探索种植养殖技术经验，利用城
乡接合部的区位优势发展生态休闲农业。

随着场地建设达到预期目标，餐饮娱乐、休闲
垂钓、健身运动等服务功能日臻完善，2017年初，谢
友民注册成立花湘生态农场（公司），走上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经营轨道，次年获得“湘潭市返乡农民
工创新就业示范基地”授牌。

花湘生态农场常年雇请10名当地村民工作，采
摘、培管等农忙时节还要雇请一定数量的临时工，生
产经营井然有序，实现一二三产业完美融合，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目前，该农场已成功跻身湖南
省四星级休闲农庄、优质农副产品基地以及省级示

范家庭农场，成为我市乡村产业振兴的优秀典型。

一颗心：诚信经营谋发展

从涉足休闲农业的第一天起，谢友民及其家人
坚持绿色、环保、健康理念，稳步发展种养产业和餐
饮娱乐业。原生态条件下饲养的家禽不到一定时
间坚决不出售、不上餐桌，所有蔬果完全使用有机
肥栽培、自然生长，确保优质优价。

近年来，谢友民拜师学艺，采取传统工艺加工
扣肉、剁辣椒、咸鸭蛋等“花湘好有味”系列产品，不
放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进购的原材料全部与周边
农户或规模经营主体建立“订单生产”关系，以保证
品质优良。通过诚信经营和优质服务，农场年产值
稳定在150万元以上，最高超过250万元，每年支付
劳务工资40万元左右。

在创业过程中，谢友民一直不忘帮扶乡邻，主动
参与当地产业扶贫行动，经常优先雇请附近有劳动能
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成员工作，免费提供种子种苗，
带领他们种菜、养鱼。2018年农场遭受洪灾后，自力
更生恢复重建的困难时期，他依然按时兑现贫困户的
产业扶贫入股分红，因此获评雨湖区优秀扶贫单位表
彰。到现在为止，还有30多户脱贫户在他的帮助下通
过多种渠道增收。他说，无论自己的资金压力有多
大、利润有多薄，该付的土地流转费、劳务工资、产业
扶贫入股分红和原材料费等绝不拖欠人家的。只有
诚实守信，才能赢得更
广泛的关心和支持，把
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王思捷 通讯员 庞旺）黄
桃熟了，韶山市银田镇宏发黄桃种植基地进入黄桃采
摘高峰期！8月 2日，种植基地负责人成秋谷高兴地

“透露”一个好消息：今年的果子又大又甜，尤胜往年。
在宏发黄桃种植基地，只见一枚枚“穿衣戴帽”的

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静候采摘。空气中弥漫着阵
阵桃香，不时有采摘工人穿梭其间。“今年黄桃又丰收
了，预计产量可达 24万公斤。”望着眼前的丰收景象，
成秋谷乐得合不拢嘴，“今年的果子又大又甜，甜度达
到了17%，较往年提高了三四个百分点！”

成秋谷说，今年的果实品质好、甜度高，首位“功
臣”是太阳。因种植基地位置开阔，近期光照充沛，昼
夜温差较大，肥沃黄土孕育的黄桃果肉肥厚，色泽金
黄，口感软中带脆，格外香甜可口。另一大“功臣”则
是经过合理施用有机肥，有效地提升了黄桃原有的甜
度。

果实“个头大”则要归功于种植基地今年聘请的
山东临沂的农业技术团队。通过科学的修枝整形、疏
果等多项保花保果举措，黄桃坐果率明显得到提升，
个头变大了，产量自然增加了。

据了解，宏发黄桃种植基地总面积480亩，共种植
黄桃树 12000株，由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省派科技特派员钟晓红为基地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今年，该基地黄桃采摘期将持续到8月中旬。

8月 3日，毛亚姣和妹妹毛亚美卖完最后一
个黄桃，收起路边的摊子。她打电话给妈妈，妈
妈高兴地喊她们“早点回家吃饭”。

毛亚姣和毛亚美这对“姐妹花”是韶山杨林
乡种粮大户毛泽富的一双女儿。这个夏天，气温
格外地高，“姐妹花”却仿佛一点儿也不在乎，从

7月 23日开始，天天在自家那 28亩黄桃园里穿
梭。“今年是挂果的第二年，黄桃产量是去年的五
六倍。”皮肤已经明显晒黑了一圈的毛亚姣脸上
绽放着笑容，“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卖桃，主要是靠
朋友推荐，口碑嘛！也在园外的路边摆摊卖，一
天可以卖四五百斤呢！有一天单日就卖了 400

公斤左右，几乎是去年全年的量！”
黄桃是父亲毛泽富4年前种起来的，是从炎

陵引进的品种。“爸爸年纪越来越大了，种粮种桃
都花了不少心血。”毛亚姣说，到黄桃采摘的时
候，恰逢“双抢”，父亲忙不过来，在长沙教小学的
她和刚刚大学毕业的妹妹就利用假期开启了卖
桃“模式”。她透露，种黄桃算是父亲种粮“退休”
后的养老产业了，姐妹俩想给他“铺个底”。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的种植技
术。”毛亚姣介绍，黄桃种植伊始，毛泽富就到银
田镇宏发黄桃基地取过经，之后又请了宁乡的技
术员来指导，但总感觉还“缺点啥”。黄桃的个头
还不够大，“现在大约3两多一个，我们的目标是
要长到5两左右一个！”此外，桃子的“看相”也不
尽如人意。不过毛亚姣并不气馁，“我们靠良心
种桃卖桃，桃子的口感还是不错的，香味纯正！”
她说，她们在路边摆的摊经常到晚上8点钟还有
人来买桃，大都是“回头客”。

“我们目前还是种黄桃的‘业余选手’，还有很
多知识要学习。”毛亚姣诚恳地说，今年寒假她们
想尝试开始给桃树剪枝，争取逐步提高产量。在
销售方式上，明年“肯定会加强线上模式，比如抖音
和网红直播之类”。她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打造韶山黄桃统一的地理标志品牌。“我现在知道
的是银田、韶山乡都有人在种黄桃，或者我们将来
技术提高后也可以像炎陵黄桃一样，团结起来用
同一个品牌对外宣传推销！”她雄心勃勃地说。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说的
就是一个“拼”字。

没有追求，就没有人生。然而，
人生的追求是那么的迥异，有的人苦
苦追求名利、金钱，却失去了人生本
身的光华；有的人孜孜不倦，坚韧执
着地追求闪光的人生，他似乎什么也
没有得到，却留下了一行行、一串串
流光溢彩的人生足迹。

20世纪 60年代，奋战在韶山灌
区工程建设工地的湘潭市郊区民工
团长城营二连工农班班长陈秋莲，就
属于后者。

忆当年，湘乡市山枣镇韶山灌区
总干渠工地红旗招展，人流如织。在
一口直径约500米的污泥塘里，16个
青年男女正在清除齐腰没膝的污泥。

其中，一个身着花衬衫的女青年
挥铁锹正干得热火朝天，在清一色的
小伙子中显得特别打眼，她就是 19
岁的女青年、工农班班长陈秋莲。

污泥塘里的污泥深达三四米，泥
中还含有成分较重的碱性矿物质，不
到大半天，手脚就弄得红肿瘙痒，非
常难受。参战的小伙子都有些打退
堂鼓，可她那倔强、坚毅，一拼到底的
性格，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秋莲的人生有如长跑一样，留
下了一路拼搏的足迹……

她不到 17岁就参加了工作，分
配到湘潭市郊区一家企业。她勤奋
好学，不辞辛苦，连年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65年 6月，韶山灌区工程开工
了，陈秋莲放着城郊轻车熟路的工
作不干，多次申请要求参加韶灌工
程建设。由于工作关系，单位没有
被批准。

当郊区政府第二次动员民工去
开挖总干渠的时候，她死缠硬磨，硬
是让领导放手，让自己如愿上了工
地，并担任了工农班班长。

他们一到工地，就遇上了“大战
污泥塘”的重任，所担负的任务足足
有20米长。他们连干了7天，仍然深
不见底。

15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天天泡
在污泥中，手掌打出一个个血泡都不
觉得苦，可弄得全身红肿奇痒实在难
以忍受，不少人闹起“思想毛病”来。

陈秋莲是班里唯一的女同志，因
为是班长，出工总是走在前，收工少
不了最后一个上岸，所遭受的罪并不
比男青年少，但她时刻以一个共产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工余时间，她组织全班民工学习

文件，使大家懂得修建韶山灌区工程
的重大意义，正确认识当前面临的困
难，并用《韶山灌区报》刊登的一些工
地英雄事迹、模范人物来激励全班民
工。

同时，她还针对不同的人，采取
不同的谈心方法做过细的思想工
作。这样一来，原先闹着要回家的陈
宗富说：“班长陈秋莲做我的思想工
作硬是耐得烦。她是一个女同志都
能坚持，我又有什么理由打退堂鼓，
中途闹着回湘潭呢？”民工罗国民也
说：“古代的愚公尚有移山志，我们这
些长在红旗下的有志青年，有什么困
难不能克服啰！”全班统一了思想，掀
起了一个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热潮，
过去唱低调的变成了先进，先进的变
得更先进了。

陈秋莲知道自己是个小女子，但
更是一个共产党员，深知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共产党员就应当吃苦
在前、享受在后的道理。

陈秋莲常常这样自勉，也是这样
坚持身体力行。

41天当中，陈秋莲除大雨天不
能出工外，从未缺勤。挑污泥时，
她和男子汉一样，总是一大担一大
担地挑。由于她的带动，全班创造
了高工效，在 311个劳动日中完成
498 个劳动日的工作量，出勤率达
到 97.1%。无论是工效或质量均为
全营第一名。同时，她还组织 8个
民工骨干，由自己带队，主动到长
城班支援，仅半天时间便完成挑污
泥 16立方米，使长城班全体民工深
受感动，不久就赶了上来，如期如
质如量地完成了突击挖河底污泥的
艰巨任务。

自从来到韶山灌区工地，陈秋莲
始终坚持“三同”，遇事就和班内同志
商量，从不主观行事。对于班内同志
的困难，也极为关心。衣服烂了，她
帮助补好；衣被脏了，她为之洗好、晒
干、收好；没有草鞋，她就趁雨天或休
息时帮助打好。

一天到晚，陈秋莲总是忙个不
停。一个班里，有了这样一位好班
长，怎么不使民工感动而干劲倍增
呢？怎么不叫人口服、心服与爱戴
呢？难怪民工们都说：“陈秋莲是社
教工作的尖兵，灌区的英雄，我们学
习的榜样。”

“重温韶灌建设史”系列报道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韶山灌区参建者陈秋莲“大战污泥塘”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叶沔渡

工人们根据黄桃的大小和品相进行分拣打包。（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毛亚姣说，今年的黄桃味道特甜，售卖得特别好。（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诚信建设

一农场、一家人和一颗心
——记省四星级休闲农庄雨湖区花湘生态农场

本报记者 黄武平

“姐妹花”卖黄桃
本报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谭博文

韶山市银田镇宏发黄桃种植基地480亩黄桃进入采摘高峰

今年的果子“大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