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湘江超保证水位持续29小时30分的时间里，实现了堤防安全和城市内涝的有效控制；对涓水超

历史最高水位影响下的堤防水毁工程处置有力；实现了涟水超警戒水位的平稳有序；保障了特大暴雨期

间水库的安全运行；山洪灾害“631”应急叫应提醒到位，无人员伤亡；持续派出专家和物资有力地支持了

全市抗洪抢险工作……今年台风“格美”特大暴雨期间，全市水利部门时刻保持枕戈待旦、严阵以待的战

时状态，坚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打好打赢“四大战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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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47） 三农

众志成城，打好“湘江保卫战”

闻“汛”而动，强化政治站位。
面对“格美”台风带来的防汛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充

分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防
汛救灾“主动仗”，降低台风“格美”带来的不利影响，守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次强降雨期间，我市湘江干流超警过程持续47小
时 33分，其中 29小时 30分超保证水位，洪峰水位达
40.51米，超警堤段共123.53公里。

湘江干流湘潭段水位涨、流量大，城区降雨大、内涝
多，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

为确保湘江沿线堤防、泵站安全，全市水利行业累
计投入巡堤查险人力 1200余人次和防汛抢险人力 300
余人次、机械设备 160余台、物料（土石料）7000余立方
米，累计发现并处置18处大小险情。

水涨心不乱，防汛弦不松。
为充分发挥水利专家的业务专长、技术优势和长期

积累的工作经验，水利部门共派出水利专家技术组18批
共 50人次指导处置了湘江雨湖区十万垅大堤背水面滑
坡、岳塘区河东大堤云河段管涌、湘钢货运码头段背水
面滑坡等重大险情，确保了城市保护圈堤防安全。

同时，为加强巡堤人员的业务技能，7月 28日晚，市
水利局安排4个组分别到湘江河西堤、十万垅堤、仰天湖
堤、河东堤段发放《水利防汛基本常识》，对市直 77家巡
堤责任单位巡堤人员开展一对一技术指导，切实落实

“查什么、怎么查、如何报”。

攻坚克难，打好“涓水保卫战”

台风“格美”特大暴雨期间，全市水利部门与应急、
气象、水文部门密集轮动会商研判 12次，建立了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全方位、全覆盖的责任体系，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防汛救灾工作良好格局。

这次强降雨期间，我市湘江一级支流涓水超过历史
最高（50.63米）水位0.5米，且超警时间持续40小时30分
钟，超保时间持续32小时30分钟，超保堤长44.13公里。

受强降雨及超历史洪水水位影响，湘潭县易俗河镇

四新堤新塘村段及河口镇莲托堤华中村段先后出现损
毁，共影响2个乡镇6个村8000余人。

灾情发生后，市水利局主要负责人迅速组织相关技
术专家连夜制定了设计方案、施工方案并积极联系工程
监理单位。

7月 30日凌晨开始，市水利局派出技术专家放弃周
末休息，冒着高温酷暑，24小时全程技术指导。

工地不休息，人员两班倒。
市水利局干部职工取消休假，抓细抓实监测预报预

警、会商研判、巡查值守、抢险救援、救灾恢复等各项举
措，全力打赢了本次防汛阻击战。

通过精心组织，湘潭县、中国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
加大人力投入，科学安排施工，紧抓工程进度，累计投入
200余人、机械设备 145台套，完成土石方 31340方，于 8
月 5日提前高质量完成了两处堤防水毁修复工作，实际
施工时间5天，比原计划10天缩短了一半。

严防死守，打好“水库保卫战”

启动洪水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后，市水利局全面加强
对全市中型水库调度，分别对湘潭县中路铺水库、印子
山水库及花石水库下发调度命令 3次，下发各类提醒提
示函5份。

与此同时，加强对 48座溢洪和超汛限水库的管控，
对强降雨区域内的病险水库进行多次抽查和叫应，共计
107人次，下发通报2期。及时发现并成功处置湘潭县石
羊水库险情，水库巡查责任人7月30日8时57分发现放
水涵洞上部出现小旋涡且涵洞出现渗水后，市水利局于
9时、17时，分别派出专家组赶赴现场开展险情处置。

经现场查勘研判，疑似水库低排涵上部防渗面板穿
孔，紧急会商采用“一降、一堵、一排”的处置方案，7月31
日凌晨，经过 5小时 200余人奋战，险情得到控制，保护
了下游4000人，2000亩农田免于受灾。

为确保石羊水库安全度汛，经与省水利厅专家组会
商，制定土方回填和灌浆方案，相关人员及设备进场施
工，8月10日左右基本完成修复工作。

在科学做好水库除险加固的同时，蓄水保水同样重要。
水利部门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科学调度抗旱水资源，

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和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同时，强化水库“一库一策”分类管理，加强对河流

水位、水库库容的监测，合理调配水资源，及时有效地拦
蓄尾洪，增加水库、塘坝的蓄水量，做到旱时蓄水、涝时
排水，科学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把防汛抗灾
的不利因素转化为保水抗旱的有利条件。

未雨绸缪，
打好“山洪灾害防御保卫战”

全面落实“631”山洪灾害预警叫应机制，7月 27日
20时、28日10时，28日12时分别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
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核实处理山洪灾害预警信息200
余条。

对山洪灾害易发区域做到严加防范，编制预案，加
强演练，做好预警标识和撤离路线的宣传，强化巡查防
守和险情报送。持续维护好山洪灾害预警设备，及时利
用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等多种手段发出预警，及时
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同时，要求各地各相关单位精细划
分防御网格至最小单元，预报结果到每条河流、每条山
洪沟道，预警对象落实到岗位、到责任人。

强降雨期间，全市未发生因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
亡事件。

鼓足干劲，全力支援全市抢险抗灾工作。在全力打
好打赢“四大战役”的同时，市水利局充分发挥技术优
势，前置技术力量，分片联点，共派出 22名专家下沉一
线，加强技术力量指导，及时调配 2台套 13千瓦移动式
潜水泵到市二医院和华银生态园，3台套 65千瓦移动式
潜水泵先后到双庆泵站、湾东港泵站，2台套65千瓦移动
式潜水泵到湘潭县京竹泵站，1台套 65千瓦移动式潜水
泵到严家港泵站和团结闸，1台大型移动泵车、8台移动
水泵支援湘潭县石羊水库排水。

另外，及时调配90个吨袋到雨湖区犁头嘴、调运100
吨块石、500条编织袋和200条吨袋驰援湘潭县。通过科
学统筹调配市级防汛物资，及时派遣专家现场指导，全
力支援全市抢险抗灾工作，确保了主城区无大面积内
涝，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轻了
农田淹没面积，有效减轻了农业损失。

韶山一项目入选省科技
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项目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郭兴兴）日前，省科
技厅公布了 2024年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项目立
项名单，韶山市仁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今年，湘潭市科技特派员、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
师方建林被派驻到韶山市仁祥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作为仁祥生态“绿色富硒水稻种植技术研究与示
范”的项目负责人，方建林针对水稻种植制度多样、害虫
世代重叠严重和抗药性增强导致的二化螟难防难控问
题，探索融合微生物学、植物保护学和作物栽培学等多
门学科，挖掘利用并繁育赤眼蜂和昆虫病原线虫等新型
生防资源，开展天敌生物优势种群高效繁殖及大田轻简
释放关键技术研究，形成覆盖二化螟全生命周期的“三
态同控”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在保证水稻不减产的前提
下实现化学杀虫剂减量70%以上的目标。

下一步，韶山市市场监管和科技工信局将积极督促
相关企业和人员按照序时进度实施项目，将科学种植方
法融入生产全过程，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各项指标，为全
省富硒水稻的推广打造示范基地，用科技带动乡村全面
振兴。

净滩与宣讲并行
守护湘江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张一彬）最近几天
来，市河长办携手生态环保协会、民间河长高新中队以
及长郡高新实验学校学生家长、自然之友长株潭小组志
愿者共计 80余人，在湘江河畔开展了一场以“守护好一
江碧水”为主题的净滩行动。

在湘江之畔的向家坝泵站区域，民间河长带领孩
子、家长们开展净滩行动。大家手持清洁工具，全面清
理近期洪水退去后遗留在岸边的各类垃圾，为湘江母亲
河换上了一袭更加清丽的衣裳。

之后，大家一同参观了民间河长工作站。湘潭民间
河长办负责人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详细讲解了
河湖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河流垃圾
的来源和去向，让大家学会科学用水，让爱水、护水成为
更多人的共识。

针对暑期溺水事故频发的现状，河长制公益讲师团
讲师章超群特别开展了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他通过
真实案例的剖析，深刻阐述了暑期游泳安全的严峻形
势，并强调了“六不准、四知道”的防溺水原则，为孩子们
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目前，我市“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活动已经成为常
态，每个月民间河长、志愿者都会组织各个学校、单位等
部门，开展净滩、河长制宣传等活动，保护湘江沿线的河
道环境卫生，今年已累计开展形式多样活动 81场次，参
与人数超过 3000人次。湘潭市民间河长办将不断探索
和实践更多有效的环保举措，让湘江母亲河的水更清、
岸更绿、景更美。

为有源头活水来
——韶山市银田镇银园村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章婷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韶山市银田镇银园村积极开
发利用集体资产资源，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取得丰硕成果。
去年，银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57万余元，今年有望突破 70万
元。银园村地处韶山市银田镇与湘潭县云湖桥镇交界地带，村域
面积5.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535亩、村集体林地2721亩。全村
38个村民小组748户，农业人口2580人。近年来，村“两委”和驻
村工作队锚定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目标，坚持党建引领、规
划先行，积极汇聚致富能手、新乡贤等力量，筑巢引凤，团结带领
全体村民锐意进取，努力打造“两地一区”（油茶林产业基地、果蔬
产业基地、工业小区）经济实体，“两业”（产业、就业）兴盛，有效促
进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努力盘活集体资产，稳步发展租赁型集体
经济，是银园村集体增收的重要来源。近年来，该村先后将原茶
园煤矿土地、凤家学校房舍以及七亩潭鱼塘、苦竹塘等多处闲置
资产进行提质改造或翻新建设后出租，村集体累计增收 30多万
元。与此同时，村集体投资建成两个工业厂房，引进两家企业租
赁使用，每年租金分别24万元、25万元。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发展服务型集体经济，是银园村促
进集体与村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银园村陆续引进了福
银砖厂、韶银电杆厂、长丰畜牧、银源电力物资、韶山湘江制造等
19家企业，村“两委”积极服务企业发展，主动为企业争取各项优
惠政策支持，协助企业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工作，认真
协调企业与周边村民关系，不断改善道路、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
竭力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些企业为近 100名村民提供
长期或季节性就业，人均年增收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同时，村
集体每年可以收到管理服务费6万余元。锚定现代高效农业，大
胆探索实施可持续发展模式，是银园村增强村集体与村民“造血
机能”的重要举措。该村拥有 800亩集体油茶林，近年来通过提
质改造，油茶籽产量和品质同步递增，生产、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
采取“村集体+企业（合作社）+村民”合作经营模式，效益节节攀
升，成功打造“长庆和”茶油品牌。同时，相继引进多家企业（合作
社）开辟林下种养业，发展立体循环经济，生产效益日益明显。为
有效遏制耕地抛荒和改良贫瘠土地，银园村采取“村级集体经济
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模式，大力实施农业设施化建
设，以水稻集中育秧和果蔬栽培为主，由村集体提供启动资金、流
转土地、建设大棚，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负责管理，村民有
偿投工投劳，成功实现资金、管理、技术和人工等方面资源互补，
此举为村集体每年带来 7万元的收益。银园村“两委”负责人表
示，该村将始终坚持党建领航，紧跟新形势，用好新政策，抓牢发
展机遇，不断夯实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盘活村集体资
产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提高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白鹿村经济
高速增长的秘诀

本报记者 张振宇

今年前 6个月，湘潭县杨嘉桥镇白鹿村集体经济收
入到账就超过了 30万元，为实现全年 50万元的目标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个远离城市的农业村，白鹿村有什么秘诀？
又是怎么做到的？

2011年，在外经营企业的周最强回村任党支部书
记，在与村“两委”成员反复沟通交流后统一了意见，白
鹿村明确了强基固本、产业强村、建设美丽富饶新白鹿
的发展思路。

在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里，白鹿村将主要精力和工作
重点放在改善水电路等基础条件上。经过不懈努力，全
村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
了良好基础。

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提升与完善，从 2017年
起，白鹿村准备发展产业、实业并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从2017年全村首家企业入驻白鹿村开始，不断有企
业进驻：2020年村上用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入股驻村企业
——湘潭力达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每年可获分红
收入8万元，集体收入突破10万元并成为全市首批10万
元村。

随后，村上成立了劳务公司承担本村及周边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安排了大量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村上也可获得10—15万元左右的收入。2023年，白鹿村
再次通过项目支持、自筹资金等途径投资120余万元，建
成一座2500立方米的冷库用于出租，目前月租金达2万
元以上。

有了这些产业作为支撑，白鹿村集体经济收入自然
也是水涨船高，继去年突破 30万元之后，今年又在朝着
50万元的目标高歌猛进。

前段时间，一段主题为“杨林土鸡”的爆笑
短视频在韶山市杨林乡老老少少们的手机上流
传。伴随着一曲《爱拼才会赢》的配乐，一只只
冠红体壮的土鸡精神抖擞，昂首扭脖“霸气”出
场，笑翻了一拨人。

出现在这个视频上的这一群鸡，是杨林乡
瓦坪村新屋组张秋良夫妻俩养的“山坡鸡”。

说是“山坡鸡”，一点也不假，这近 15000只
鸡完全就是散养在张秋良家屋后的小山坡上
的。山坡上，竹林旁、茶油树下，随处可以看到
东一群西一撮地聚着几只、十几只乃至几十只
土鸡。有几只调皮的，甚至还飞到树枝上，得意
地“咕咕”叫着，生人来了也不怕。

“这是产蛋鸡生的绿壳蛋，高峰期一天可以
收获上千公斤蛋呢！”一边走一边说着，张秋良的
妻子龙之平忽地猫下腰在棵茶油树底下一掏，手
中蓦地多出四五只蛋来。跟着她一路行进，几乎
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窝”鸡蛋，“这些鸡蛋非
常抢手，长沙、湘潭和韶山本地的超市都有得
卖！”也有人闻讯到鸡场来买，她来者不拒，“我这
里是分批次养的，一年四季都不缺货。”

2006年，一直在广东做玻璃生意的张秋良
回到家乡，和妻子利用一处废弃的学校校舍开

始养鸡。很显然，他还是有点低估了规模养鸡
的难度。“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没经验也没技
术，”说起养鸡的经历，龙之平用“一言难尽”这
个词来形容。她以前只是零星喂过少量的鸡，
开始面对几千上万只鸡的时候，碰上冰冻、高
温或是水、旱灾害，他们就一筹莫展。2008年
的冰灾让这个刚刚起步的养鸡事业栽了一个
大跟头。夫妻俩没有气馁，边干边学，边学边
干，现在俨然成了养鸡“专家”。养鸡有哪些关
键节点，疫苗如何精准到位，他们都拿捏得恰
到好处。

在长期的养鸡过程中，夫妻俩发现，现在人
们生活水平提升了，对优质鸡蛋的需求量非常
大。同时，散养的土鸡也很受欢迎。他们精选
养殖了“江汉”高产蛋鸡，不但产蛋量大，产的绿
壳蛋也营养丰富，卖得好价钱。“这些鸡上半年
就在山林里散养，下半年则主要放养到附近收
割过的稻田里。”龙之平说，这样养出来的鸡，虽
说生长缓慢，四五个月才能长成鸡的模样，6到8
个月才可以出售，但鸡肉口味鲜美、蛋品质优
良、营养丰富。更重要的是，由于是在林间和稻
田内放养，产品也更贴近绿色环保的要求，更受
消费者青睐。

杨林乡瓦坪村新屋组龙之平在喂养“山坡鸡”。（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打好打赢“四大战役”
全力修复水损水毁工程
——全市水利系统抗洪抢险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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