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村民正在翻晒食
用灵芝。近年来，该村着力发展农文旅融合特色产
业，流转了数十亩土地进行富硒灵芝、香菇、木耳等
农产品的开发、种植和加工，其中种植的灵芝分为观
赏灵芝、药用灵芝和食用灵芝，这些产品多数加工成
干品，作为韶山市的一项旅游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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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55） 三农

星移斗转，今非昔比。毛田镇不仅重
拾“茶叶之乡”“湘中茶都”的美誉，更重要
的是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产品质量、品牌
效应、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各方面也与
时俱进，广大干群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大
显身手。

近年来，毛田镇大力推广“农户+基
地+合作社+企业”的运行模式，主要生产
红茶、绿茶、清茶、白茶等系列产品，坚持
以区域公共品牌“湘乡水府茶”为主导，推
动域内品牌整合，努力打造国、省知名品

牌，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目前，该镇拥有省级龙头企业及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1家，市级以上示范性合作
社2家，已注册“香露红”“湘乡水府茶”等9
个茶叶商标，其中“湘乡水府茶”获国家地
理地域商标，“香露红”茶叶被认定为全国
第八批“一村一品”示范产品。另外，“香露
红”红茶、“水府清”绿茶还荣获第十一届湖
南茶业博览会名优茶评比金奖，“水府清”
绿茶获第21届中国中部农博会金奖。

毛田镇是湘乡市茶叶生产的核心示

范区和主产区，镇党委政府及镇属相关职
能部门主动作为，村企紧密合作，积极开
展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
示范基地建设，全镇茶叶良种覆盖率约
60%、机械化加工程度达90%以上，为持续
推进当地产业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重温韶灌建设史”系列报道

59棵棕树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周振华

上世纪60年代修建韶山灌区时，湘乡一民工团“修渠不
弃树”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当时，湘乡湖山二连负责修建的渠道地段位于山枣公社
万贯大队第七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的大坟山壕基上，长着59
棵棕树，按施工规划要全部挖掉。

连指导员曹习章心想，俗话说“千棕万桐，永远不穷”，这
59棵棕树，是生产队最好的一项常年收入，挖掉太可惜了，帮
助移栽呢，至少要 30个劳动日。空想不如实干，民工遵照
《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第二天动手，由曹习章亲自带了12个
民工，花了两天时间，将棕树全部移栽好，并专门确定两个民
工管理，保证棵棵成活。

生产队的社员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感激，向湖山二连
送了一封感谢信和20双草鞋。

二连的同志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再三推辞不收草
鞋，并说：“你们山枣万贯的民工，在工地上也是为人民的利
益不惜一切代价的。”但是，由于送的坚决要送，接的坚决不
接，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指导员出面：“盛情难却，我们就收
下了！”后又把这 20双草鞋，转送给了修韶山灌区工程的万
贯大队的民工。

碰巧，把棕树栽好后，天上明净无云，一直晴了半个月。
保证棕树成活的那两位民工，因白天有工地上的任务，只好
晚上加班浇水。但此时正好是农历八月下旬，碰不上月亮，
硬是打着手电担水淋树，一直坚持到棕树长出了新叶。万贯
七队的社员反映：“湖山二连的民工，把我们的棕树看得比他
们自己的事情还重要十倍，这个硬是高标准的为人民服务。”

杨林村：

发展苎麻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黄亮 覃磊）今年以来，韶

山市杨林乡杨林村通过打造“研究所+基地+农户+合作社+公
司”的苎麻产业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活力。

在杨林村苎麻基地，工人们正在将苎麻收割、抽丝和晾
晒。经过几道工序，苎麻苗变成了缕缕苎麻纤维。在苎麻基
地的仓库，苎麻纤维堆积如山。该基地负责人杨炳强介绍，
通过苎麻生产的产品目前在市场上很畅销，他们已经注册了
商标，并计划将重点放在袜子、围巾、披肩、包包等 4个产品
上，以满足市场需求。

杨炳强还创办了韶山市泰诚农业有限公司和韶山市尚
诚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以苎麻种植、收割、初加工和销售一
体的绿色农业，带动解决周边村民80多人就业，其中包括20
多户脱贫户。

杨炳强曾远赴西藏地区创业，后来又走访了全国多个苎
麻基地，发现苎麻在国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潜
力。怀着对家乡的一腔热血返乡创业，他投身于苎麻种植事
业。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他广泛翻阅资料，并到中国农科院
麻类研究所上门取经。经过在中国农科院 3个月的深入学
习，他全面了解掌握了苎麻从培育到收获的全过程。经过不
懈努力，现在杨林村苎麻基地面积已发展到了430亩。

目前，已有多个厂家与杨炳强联系，协商收购苎麻叶杆
事宜。由浙江原麻生产出来的袜子样品也已送到杨炳强家
中。业内人士评价，这种麻制袜子具备出色的吸热透气和快
速的吸湿散湿性能，市场前景看好。

合兴村：

助农直播有声有色
本报讯（记者 何兴安 通讯员 李璇怡）“各位老乡，欢迎

来合兴村农产品专场直播间，今天带来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家味道……”去年12月开始，湘乡市梅桥镇合兴村每月定期
或不定期举办多场农产品直播带货活动，助农增收的同时，
宣传推广本地特色产品和资源。截至目前，已累计直播近60
场（次），成交额达20.2万元。

为让农家自产、自制的农产品和食品通过网络走出村，
合兴村与当地的“赵班长农产品直播团队”牵手，每月逢“2”
这天定期举行直播带货活动。“除了定期在村部举行外，还根
据农户需求增加直播场次，有时在农家家门口直播，怎么方
便怎么来。”合兴村党总支书记危兆根说。

最近一次的直播在村部进行，村民们拿着自家的“土货”
围拢在主播周围。干豆角、剁辣椒、红薯粉、板栗、芝麻、黑豆
和土鸡蛋等轮番“上链接”，不到 3个小时成交 40余单，成交
金额3778元。直播结束后，复称、打包、结算，一手交货一手
拿钱，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据介绍，每场直播前，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干部都会通
过电话或上门摸底，鼓励村民将家中多余的农产品和食品上
网销售。“直播活动激发了村民勤劳致富的热情，不少农户根
据销售情况加工和制作‘热销’产品，形成你追我赶的氛围。”
危兆根告诉我们，村上将坚持这一模式，除了助力特色优质
农产品“出圈”外，探索本地农业产业化新路径。

湖南龙凤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凤茶业”），是一家集茶叶种植、加工
销售、茶文化课程研发于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在市县两级供销社的指导
支持下，以科技兴茶为突破口，形成了优
品培育、规模化带动、茶文化传播联动的
新模式，不断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

2017年，退伍不久的“90后”湘潭小
伙陈萌，辞去政府安置的稳定工作，创办
龙凤茶业，并聘请茶叶科技特派员陈刚教
授作为技术指导，打造高标准茶园 420
亩、生产厂房面积1200平方米，成功申报
国家专利 8项，开发出“中路铺龙凤”“善
驿”两个系列、共计9款产品，赢得了市场
的认可。龙凤茶业在湖南省“神农茶杯”
名优茶评比中获得金奖，两款茶叶在全国
茶叶品质鉴定中获得“五星”等级。

在产品质量方面，龙凤茶业始终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为更好地学习茶叶
有关知识，陈萌先后 2次赴湖南农业大
学接受茶叶手工制作培训，拜访茶叶专
家180多人次，现场交流40余场，并带领
公司研发团队根据茶叶的状态不断调整
加工参数，研发出了一种既可保持色绿
又能保持香高的加工工艺，炒制的茶叶
翠绿油润、银毫满披、鲜香扑鼻，并成功
申请专利。同时，龙凤茶业还通过为合
作社农户集中培训指导、提供技术支持，
实现茶园管理、采摘、加工、包装的标准
化，确保每一片茶叶都达到最优品质。

除了在产品上下功夫，龙凤茶业还
积极探索茶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从2018
年开始，龙凤茶业便开展了茶旅融合项
目，在湘潭县百泉湖建设茶叶基地，让客

户在体验采茶制茶乐趣的同时，感受茶
文化和自然风光的魅力。

龙凤茶业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提高了
企业及产品的知名度，还将基地打造成
为中路铺镇乡村振兴的产业特色。目
前，茶叶基地已初具规模，育有白毫早、
碧香早、湘波绿、黄金茶 1号等品种，推
出了 9个档次的产品，年产量 7吨，产值
达到 1100万元。此外，龙凤茶业还采用
新零售模式，线上开通淘宝直营店、小程
序、抖店等销售渠道，线下参加各类茶叶
展销会，并设有自己的品牌直营店。结合
茶旅融合项目，龙凤茶业营业额逐年递
增，2023年营业收入已突破5000万元。

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龙凤茶业
也不忘回馈社会。通过“公司+农户”的
模式，带动周边农户 680户，户平均增收

1.2万元/年。此外，公司还组织了 50余
场茶叶相关培训，累计培训 800人次，提
供就业岗位达 120个。这些举措不仅促
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民增收致
富提供了有力支持。

目前，龙凤茶业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依托供销体系的加持赋能，通过与湖南
农业大学、湖南省茶叶研究所等科研院校
及机构的紧密合作，龙凤茶业将成立湘潭
茶叶研发中心，致力于开发更多适合本地
生长的茶叶新品种；与湖南工程学院、湘
潭大学的产学研合作也将进一步推动茶
叶生产加工技术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让古
老的茶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
龙凤茶业还将建立茶叶大数据平台，通过
溯源监控系统确保食品安全，让消费者更
加放心地享受每一杯茶。

建万亩茶园 创“产业强镇”
本报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周聪颖

毛田镇：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系列报道③

龙凤茶业：科技兴茶推动茶旅融合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王希台

时令已到秋季，本年度茶叶采摘、加工和销售进入尾声。10

月21日，湘乡市毛田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初步统计，全镇9

家规模茶叶产销企业（合作社）及7000多家种茶农户累计年产成

品茶100余吨，总产值达1.5亿元左右。

近年来，湘乡市、毛田镇在财政资金、用地保障、金融服务、科

技创新应用、人才支撑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与措施，不

断优化组合茶叶产业资源，扶持规模龙头企业（合作社）做大做

强。以东坪村、万洲村等8个村为核心的茶叶现代农业产业园稳

步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创建省级“产

业强镇”步伐铿锵有力。

毛田镇地处娄底、湘潭两市
交界处，被水府庙水库三面环
绕，山地资源丰富，茶叶产业历
史悠久，相传该镇万洲村出产的
茶叶曾是朝廷贡品。上世纪70、
80年代，全镇农户几乎家家有茶
园，镇内毛田、崇山和坪花等茶
厂远近闻名，家庭小作坊比比皆
是，一度成为湘中地区最大的乡
镇级茶叶出产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
受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
力转移、茶叶市场供求关系变化
等多重因素影响，毛田镇茶叶产
业逐渐步入谷底。农户的茶园
因疏于打理而逐渐荒废，茶厂相
继停产。此后20多年间，在水府
庙水库利用网箱养鱼成为村民
的一项主业，昔日茶农转型职业
渔民。

2016年底，水府庙水库区域
内的网箱养鱼、水上餐饮、采砂
洗砂等行业全部被依法取缔，湘
乡市、毛田镇党委政府及各村积
极引导村民谋求新的出路。经
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鼓励村民
重拾茶叶产销产业，让“茶叶之
乡”焕发出新生机。

有政府支持、有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
大环境吸引，毛田镇内许多村民乐意改回
茶农本行，部分在外经商、办厂的成功人
士，也应召回归故里投资发展茶叶产业。

东坪村村民喻金文的父辈、祖辈，都是
种茶、制茶的行家，他自己也对这个行业情
有独钟。2016年，喻金文带着在外经商20
余年的积蓄回到村里，投资成立了香露红茶
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公司），陆续流转了周边
3000多亩耕地种茶，并引进先进的绿茶、红
茶生产线，新建了年产能100吨的现代化加
工厂。“香露红公司”是迄今为止毛田镇最大
的茶叶产销主体，年产值逾3000万元，为当

地200多名村民提供长期或季节性就业岗
位，每年需要支付劳动力工资80多万元。

万洲村村民傅炳乾也于2016年回乡投
资创业，陆续流转老茶园、开辟新茶园1180
余亩，成立了香妃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公
司），新建现代化加工线，连年产销两旺。

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的大力引导扶持下，这几年毛田镇的茶
叶产业取得较快发展，“毛田镇茶叶现代
农业产业园”应运而生。

目前，毛田镇 18个村中 14个村有茶
园，总面积达14000余亩，其中高标准茶园
约 4000亩；成立了 2家茶叶精加工企业和

7 家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共有社员约
1300户。全镇 14000多户村民中，从事种
茶、手工制茶的农户约占一半。他们采收
的茶叶可以自行加工销售，也可以将鲜叶
直接卖给规模企业（合作社），农户茶园累
计约10000亩，每亩年产值4000元左右。

“培育万亩茶园，打造10亿元产业。”这
是毛田镇党委政府提出的奋斗目标。近年
来，该镇积极扶持香露红、香妃等茶叶企业
和合作社做大做强。全镇茶叶年产量超过
100吨，年产值约1.5亿元，占全镇农业生产
总产值较重比例，镇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湘乡市平均水平高30%左右。

1 昔日茶农复旧业 2 能人回归续辉煌

3 品牌重塑促振兴

在毛田镇香妃鲜叶基地，村民正忙着采摘茶叶。（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