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26日，韶山市银田镇华南村村民在为新修的入户
水泥路洒水保养（见图）。让家家户户都通上水泥路，这是
最近该村为民办实事的又一大惠民之举。近年来，银田镇
将为民办实事摆在首要的位置来抓，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
的村民群众，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在韶山市清溪镇的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戴眼镜、浑身黝黑的青年人带着他的团队来来回回

忙碌着，时而在除草、施肥，时而在指导其他农民耕作，他就是湘潭市供销合作总社社直企业——湘潭市

惠农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农公司”）旗下的“职业农民”丁义军。他凭借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不懈

努力，引领当地农民走上了适度规模化、专业化、高效化的粮食生产发展道路，成长为当地粮食生产的

“领头雁”，也不断实现着个人的乡村振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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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48） 三农

矢志务农情怀深

作为湖南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家
住益阳的丁义军曾在多个领域摸爬滚
打，却始终难以割舍对农业的深厚情
感。2017 年，一个普通的农机展销会
上，他偶遇了惠农公司负责人，两人一
见如故，共同探讨起现代农业的发展
前景。

惠农公司在韶山市建设了一个土
地托管中心，涵盖了种子、化肥、农药、
农机、仓储、销售等全方位的水稻种植
服务系统，却缺乏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的专业人士来管理和运行。

“我读的是农业大学，深知一个人
再厉害也只能种植几十亩地，只有适
度规模化才能降低生产成本，让农业
产业有奔头。”丁义军的话语中透露出
做好农业生产的坚定信心。

在深入了解市供销合作总社和惠
农公司后，丁义军知道，这正是自己实
现农业梦想的最佳舞台。于是，他毅
然决定加入惠农公司，扎根清溪镇成
为一名“职业农民”。

“头雁”领航力量大

加入惠农公司后，丁义军迅速投
入到田间地头的各项农业生产中，通
过一年的实践学习，他进一步掌握了

选种、育秧、施肥、灌溉等科学种田知
识，并学会了操作旋耕机、插秧机、收
割机、烘干机等现代化农机设备。他
的专业技能和务实作风赢得了同事和
农户的广泛认可。“每天早上，我都会
和团队成员一起巡查稻田，查看灌溉、
虫害以及禾苗的生长情况。”丁义军回
忆说，“三伏天里，我们顶着烈日，给稻
田灌深水、除虫害，汗水浸湿了衣衫，
但看到禾苗茁壮成长，心里就充满了
成就感。”

随着对农业知识和技能的熟练掌
握，丁义军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经验
传授给更多的农民，推动当地的农业
向适度规模化、专业化、高效化方向发
展。于是，他依托土地托管中心，惠农
公司提供种子、化肥、农药，还提供旋
耕机、收割机、烘干机等农机，最后生
产的粮食由惠农公司包销。一条龙的
服务，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生产效
率。在这种模式下，每个“职业农民”
可以种田 200亩。不仅聚集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年轻“职业农民”，还吸引了
周边农户的积极参与，他们总共种了
5600亩田。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短缺、农民
种粮积极性不高、土地抛荒现象严重，
这让我们‘职业农民’有了用武之地。”
丁义军说，他不仅带来了益阳沅江王
国辉、夏利等“职业农民”，还把当地农

机手李茂良、何文兵等培训成了种田
能手。

勇于探索天地宽

丁义军带领他的“职业农民”团队
在清溪镇取得了显著成效。丁义军
说，不知不觉中，自己在韶山从事田间
管理服务已整整 8 年，丁义军和他的
团队以农业机械化全程服务为切入
点，集中了土地和机械，降低了农业生
产成本，合作上、下游产业，推动了高
品质优质稻种植，大家分工合作，利益
捆绑，实现了双赢。他们不仅实现了
水稻的适度规模化种植，还通过科学
管理和精细化操作，提高了水稻的产
量和品质。同时，他们还积极推广双
季稻种植模式，进一步提高了农田的
经济效益。

“我们团队管理的稻田，不仅亩产
量有保证，而且大米的品质和口感也
得到了显著提升，市场售价也比原来
高出不少。”今年种植的晚稻“浓香
42”订单收购价至少高出市场价每公
斤 0.4 元，按亩产 400 公斤计算，仅此
一项每亩增加收益 160 元，丁义军自
豪地说。

此外，丁义军还非常注重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他带领团队减少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量，采用生物防治等环

保措施来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据估
算，每年他们为村里减少了近百吨的
化肥农药排放。丁义军和他的专业
合作社不仅在韶山市清溪镇取得了
成功，还将服务圈拓展到湘潭县中路
铺镇等地。他们的成功经验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共同探
索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种地机械化、智能化肯定是农业
发展的大趋势。”丁义军说，“通过我们
的示范和带动，很多农户都实现了机
械化种植和采收。他们看到了农业的
希望和前景，纷纷表示要加入到我们
的行列中来。”在丁义军的带动下，当
地的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升级，
土地抛荒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如
今，如意、杨荣等村的土地基本实现了
整村流转，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
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未来，丁义军充
满了信心和期待。他相信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作为为农服务“国
家队”的供销合作社等多方力量的加
盟，农业农村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

“我希望能够继续扎根农村这片热
土，用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农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丁义军说，“同时我
也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
们的行列中来，共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乡村全面振兴。”

湘潭人爱吃甜酒。“甜酒，小钵子甜
酒……”一声声听得见沁甜味道的叫卖
声，承载着老湘潭的独特记忆。在时已
立秋、酷暑未退的时候，到湘潭高新区
新松（湘潭）机器人产业园 20栋任滟司
夫妇的企业里吃一杯冰镇小钵子甜酒，
清凉而又温暖，甜蜜中带着微醉，渗入
心田，这种幸福感仿佛超越时光，延绵
不断……

一杯甜酒，一段红色记忆。
任滟司是任弼时的侄孙女，她生于

岳阳汨罗弼时镇，她的家乡盛产长乐甜
酒。她自幼跟随伯父到湘潭学习，家乡
的美食特产甜酒一直萦绕心头，儿时记
忆中甜酒冲蛋的味道更是刻骨铭心。

1991年 3月 21日，任弼时的夫人陈
琮英回湖南，来到湘潭时，传授任滟司
制作家乡甜酒和腐乳的技艺，希望她掌
握一技之长；并给她讲述了长征经历和
革命故事，勉励她奋发图强。

任滟司后来进入湘钢，任职于吊车
操作岗位，成为一名“空中飞人”。尽管
她并未以酿制甜酒为业，但数十年来一
直用陈琮英传授的技艺制作甜酒款待
亲朋好友。

一杯甜酒，一种情怀。

2016年，任滟司从湘钢内退，全心
全意辅助丈夫孔强用打理企业。每当
她用这款甜酒招待来宾时，大家都对此
赞不绝口，“好吃！好吃！”

一声声赞美让她内心变得更柔软，
她想把家乡的长乐甜酒，融入湘潭风
味，带给更多爱吃甜酒的湘潭人。几年
前，当丈夫开办的企业搬迁到新松（湘
潭）机器人产业园时，她在厂房一角，打
造了一个天然的恒温室，开始潜心制作
甜酒。

选米、洗米、浸泡、晾米、蒸米、放
凉，拌药、装钵、点酒眼、发酵，无论是选
材，还是工序，她都精益求精。

“酿酒用米选用的是颗粒饱满、色
白有光的新鲜糯米；酿酒用水采用深山
中汲取的深井井水；酒曲选用家乡所产
曲花籽制成的甜酒曲。”任滟司告诉我
们，甜酒最爱“干净”，糯米需反复冲洗
数次，钵体用开水烫一遍消毒，酿制全
程温度把控恰到好处，“温度太高，酒曲
容易被烫死；温度太低，不易发酵。”

每当看到一钵钵看起来晶莹可鉴、
闻起来馥郁芬芳、吃起来唇齿留香的甜
酒，走上餐桌、撩起人们的味蕾，任滟司
就特别满足。

一杯甜酒，一种精神。
任滟司说，这款甜酒不仅是营养丰

富的美食，含有糖、矿物质、有机酸、氨
基酸和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可以舒
筋、固气、活血等，更是一种精神的传
承。

她是革命家的后代，湘潭是一座红
色之城，她从革命先辈身上汲取了无尽
的力量。在湘钢工作期间，任滟司兢兢
业业，曾荣获“湘钢劳动模范”称号、连
续 3年被评为“湘钢三八红旗手”，在平
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凡的人生。

做甜酒时，她也精雕细琢，不敢有
丝毫懈怠，她想打造风味独特的甜酒抚
慰湘潭人的舌尖和味蕾，让他们在一杯
杯甜酒中，感受醉心甜蜜；也希望大家
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工匠精神，成就幸
福人生。

如果你想品尝任滟司的这款甜酒，
可以拨打品尝热线：13875257465（任女
士），也可以到湘潭高新区新松（湘潭）
机器人产业园20栋来试试。

银发农业专家
助力湘潭县灾后重建

本报讯（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吴力科）近段时间，市老科
协农业农村分会组织市、湘潭县部分银发农业专家在该县开
展灾后重建义务帮扶工作，受到当地干群称赞。

7月底的洪涝灾害，给湘潭县涓水沿线易俗河镇、河口镇、
花石镇等乡镇的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部分种养产业经营
主体受灾较重。近段时间，以市农业农村局退休专技人员为
主的市老科协农业农村分会成员老当益壮，积极主动加入志
愿服务队伍，结合正在开展的“银发人才耀莲城，千站万人助
力行”活动，帮助受灾群众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秩序。他们累计
捐款 3万余元，为部分受灾的经营业主解决燃眉之急；同时，
选派10多名种植、养殖技术专家，带着技术资料、冒着高温酷
暑深入生产基地进行现场指导，让受灾经营业主提振战胜困
难的信心和决心、提高重建产业基地的技术技能。

市老科协农业农村分会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充分发挥各
会员专业特长和实践经验优势，以湘潭县内现有银发人才工
作站为主要力量，以河口镇华中村、紫杨村，易俗河镇新塘村、
新虎村等村为重点，继续为该县受灾乡镇恢复农业生产贡献
余热。

绿丰公司：

全力助推“疆品入湘”
鲜食葡萄销售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今年6月，市供销合作总社与吐鲁番
市高昌区供销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从建立农产品产销对
接长效机制、加快培育社有企业、发展特色产业等方面对口实
施援疆工作。8月初，数辆满载“疆品入湘”鲜食葡萄的冷链运
输车抵达我市社有企业湘潭绿丰保鲜蔬菜图片配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丰公司”）前坪，首批85吨吐鲁番无核白葡萄直供
湘潭绿丰农场，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新疆优质水果。

吐鲁番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著称，一年之中
享有长达 3000至 3200小时的日照时间。每一颗白葡萄都在
阳光的照耀下生长成熟，蕴含着丰富的营养价值，不仅肉质饱
满紧实，含糖量更高达20%-24%，轻轻一咬便汁水四溢，甘甜
如蜜，是天然的“甜蜜使者”。

绿丰公司安排专人做好吐鲁番无核白葡萄代储代运服
务，为购买葡萄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配送到位，同时，还采取
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助力葡萄销售。线上，通过“莲城吆
喝”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扩大葡萄的影响力，提供便捷的购买
渠道；线下，在“绿丰农场”农产品社区直营店开展品鉴活动，
让消费者亲身体验葡萄的优质口感，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销售情况持续向好。

下一步，市供销合作总社将持续深化与吐鲁番市高昌区
供销合作社的合作，共同探索新疆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进“疆品入湘、湘品入疆”，助力两
地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实现农民增收致富与乡村全面
振兴的双赢。

市农业农村局
严守涉农资金使用第一关
本报讯（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蒋晓明）8月 22日、23日，

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财政局组织相关专家，对今年涉农大事
要事保障资金项目开展立项事前绩效评估，确保项目立项的
必要性、合规性，实施方案的可行性以及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确
性、合理性。

开展立项事前绩效评估，是坚持事前严格论证，先谋事、
再排钱，确保“先有项目，再有资金”的有力举措。在今年涉农
大事要事保障资金预算编制中，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前期充分
调研、论证，制定了立项事前绩效专家评估工作方案，成立了
评估工作领导小组，评审专家由相关业务领域技术骨干担任。

评审过程中，分别对拟立项项目进行量化打分，出具评估
意见。对评估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纳入预算资金安排；
对评估结果为“一般”的，退回重新修改完善后提交；对评估结
果为“较差”和“差”的，不纳入预算资金安排。通过打分评估，
确保了预算安排结构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提高。

韶山“乡村著名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李娜

自 2023年“乡村著名行动”开展以
来，韶山市从规范乡村地名命名管理、
加强乡村地名文化保护等方面入手，
把深化乡村地名服务纳入该市乡村振
兴大局，以地名建设为乡村发展赋能。

多措并举，凸显“行动”成效。韶
山市民政局根据现有政策法规，整理
规范了地名命名工作程序，制订了工
作流程模板，组织各乡镇民政所召开
了“乡村著名行动”业务培训。同时，
将《湘潭市乡村道路命名（更名）操作
指南》等相关规定印制分发到乡镇、村
进行广泛宣传，指导各村摸排符合命
名标准的乡村主要道路 140条，并组织
地名委员会和地名专家进行多轮多元
深入研讨，对该市 33 个村 140 条乡村
主要道路全部完成命名、审批、备案、
信息采集、入库上传等相关工作。

先行先试，建成乡村地名服务示
范点。经过综合分析，韶山选定基础
条件较好的银田村开展试点工作，采
集命名、上传并网了银田村乡村振兴
产业基地等新地名信息 15条，重启复
活 10个老地名。在主要路口设置路名
牌 31块，村民组、主要种养基地、美丽
屋场等指向牌 39 块，其它地名牌 86
块，门户牌 1045块，地名标志覆盖率已
达到 100%，并打造了该市首个地名文
化广场，弘扬乡村地名文化。资料显
示，自实施“乡村著名行动”以来，银田
村的游客多了，对外销售产品量大了，
群众收入也高了。2023年度，该村游
客年度增长 25%，本地产业产品年度
销售量增长 15%，村集体经济收入年
度增长 20%，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
展，助农增收。

下一步，韶山将通过示范点以点
带面，带动全市其他乡村深入推进“乡
村著名行动”，深入挖掘保护传承乡村
地名文化，用地名所承载的历史文脉
滋润人心、德化人心；结合数字乡村建
设，以互联网地图为上网服务平台，将
全市主要乡村道路、居民点等重要地
理实体准确规范上图、方便群众和游
客出行，采集上传农家乐、种养殖基地
等惠农助农兴趣点，方便快递进村、农
产品进城，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梦在金色稻浪中
——“职业农民”丁义军勇当粮食生产“领头雁”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周向熙

一杯甜酒，幸福长久
本报记者 廖艳霞

任滟司整理刚
酿好的甜酒。（本报
记者 王希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