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泉远上白云间，一怀碧荷万仞
山；清笛悠扬旭日丽，飞瀑千尺落九
天”。这里描述的，就是一颗藏在湘潭西
部那苍山云海深处的明珠——湘乡市栗
山镇荆泉村的美丽景色。

荆泉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什么时
候有这个名字，村里的老人们都讲不出
个所然了。

荆泉村村子不大，总面积 8平方公
里，湘潭市第二高峰荆紫峰及雄伟的大
旗山将该村环抱在怀。荆紫峰下建有一
座水库，蓄水 110万方，水库常年翠绿如
玉，碧波荡漾，灌溉着下游千亩良田。

发源于荆紫峰的荆泉河如一条玉带
蜿蜒向西，穿村而过，注入中型水库赤石
水库后流入悠悠涟水河，汇入奔腾不息
的湘江。

居住在这里的2000余名村民淳朴善
良，热情好客，过着朝迎旭日出、暮送晚
霞归的恬静田园生活。

荆泉村有着得天独厚的绿水青山，
风景秀丽。这里生态环境良好，茂林修
竹，是一座天然氧吧，有狮子山、象山、虎
岭、回龙湾等自然景观。

但是，这里基础设施陈旧，缺乏特色
产业支撑，经济发展缓慢，村民们内心迫
切的渴望思变求发展。

近年来，“乡村振兴”的号角响彻神
州大地。荆泉村党支部顺势而为，确立

“夯实农田水利基础、发展特色旅游产
业”的发展思路，发动村民积极筹资筹
劳，争取乡村振兴资金支持，维修改造村
里的 100余口山塘，新建蓄水池 3个，新
增蓄水近 3万方。同时，新建三面不见
泥的渠道 3000余米，清淤扫障渠道 29.7

公里。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荆泉水库的清清水流，畅通无阻地
到达该村农田的每一个角落。良好的
农田水利基础条件，引来湘潭市湘莲协
会的关注，现场考察该村的基本情况
后，该协会于 2022 年初和村委会达成
流转租赁 1000 亩土地种植湘莲的协
议。

1000亩湘莲形成了规模产业，吸引
大批游客旅游观光。该村借助湘莲产业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举办“荷花节”，打
造“荆泉飞瀑”，建设“荆泉书屋”，推出
特色美食，设立星空帐篷营地、开发荆紫
峰穿越等项目。随着游客越来越多，该
村成立餐饮农家乐8家，打造民宿12家，
并与湘乡餐饮协会签订农产品购销协
议。

截至目前，荆泉村已吸引游客 10万
余人次观光旅游，拉动消费近 1000万余
元，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伟岸的大旗山下，有一洞天名曰“崔
家洞”，这里有春花秋月，冬暖夏凉，流水
潺潺。

相传很久以前，永州一周姓人家为
避战乱，举家移迁至此，在这里繁衍生
息。由于交通不便，“崔家洞”里的居民
渐渐移居到集镇，遗下一红土筑就的老
屋成为人们留住乡愁的地方。

这老屋青瓦红墙，土木结构，别有一
番乡味。著名小小说作家、湘乡市作协
主席陈子赤采风至此，发现这老屋结构
完好，四周青山叠嶂，翠巘苍岩，更有小
桥流水、四时花开，正是潜心创作、静心
修为的好处去。

湘乡作协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便
租下此处，洒扫庭院，加固门窗，修旧如
旧，将老屋九室分为书房、创作室、会客
室、书画室、讲堂等，设床位十一个，添
置床铺被盖，购买餐厨用品，开设文学创
作沙龙、讲坛，对作协会员完全开放，实
行以文会友。诗人田辛欣然将该屋命名
为“金泉书屋”，并撰联“鹿鸣旷野，文乃
心声”。

湘乡第二高峰荆紫峰，海拔 760米，
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山上山花烂漫，
泉水常年不竭，在半山腰的荆泉水库汇
合分流，一部分沿河渠流至山下王家冲
美丽屋场，形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
的美丽画卷。水库旁的山林中，一条长
约 2.5公里的湘军古道若隐若现，据介
绍，这条古道曾是曾国藩离家返乡的必
经之路。

荆紫峰古木参天，遮天蔽日。山左
王家冲密林深处，有泉声泠泠作响，但找
不到踪迹。荆泉村委会组织人员披荆斩
棘，发现一处瀑布，其落差百余米，自高
处成五叠飞流而下，这便是——荆泉飞
瀑。

瀑左有青石板路往上，至瀑前方，修
有一小桥，站桥上听瀑声轰隆，水雾飘然
而至，湿染衣袂。瀑右石壁有羊肠小道通
至瀑顶，上有巨大水池，水体呈深绿色，清
澈见底，有枯木沉在池底，九寨沟之海子
也不过如此。瀑布左右绝壁之上，杜鹃花
开，宛若朝霞笼罩，又似丹青尽染。游人
到此游玩，飞瀑欢喜，曰游人：眼前分明是
外来客，心底却是旧时友。

荆紫峰下还镶有一巨大碧玉盘，这
便是小一型水库荆泉水库。

水库常年水量丰盈，水质清澈，有山
民说砍柴回家路过水库，看到水里有金
色赤焰大蛇在游动，但一晃眼就不见了，
水面又风平浪静。

老辈人叫此水库为回龙湖，这里还
有一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可到当地听老
人向你慢慢讲述。

湘乡的虞塘老街，曾是一个商贾云
集、南杂百货应有尽有的集市。在这里，
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唯独不在这买豆
腐，而是去十多公里的大旗山下荆泉村
易家豆腐小作坊。

老湘乡人有个说法，“跳过虞塘捡豆
腐”，说就是这个意思。

为何荆泉村易家豆腐这么俏？一
打听，原来易家老板的先人在一处石壁
缝里，找到了一条独特水脉，这里常年
涌出一股清泉，尝之清凉甘甜，先人依
此水脉而居，引泉水流入一个大石槽
里。为了生计，开了个豆腐小作坊，村
民们吃了这豆腐，感觉齿颊生香、鲜甜
无比，加上价格实惠，都来这里买豆腐
吃。

商人将豆腐挑回虞塘街上卖，被人
们一扫而光。慢慢地，“跳过虞塘捡豆
腐”在人们口中传开了，这也成了大旗山
下荆泉村易家豆腐的代名词。

湘乡市餐饮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哲嘴
最刁，他评价道，易家豆腐是他吃过的湘
乡豆腐中最好吃的，没有之一。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徐冰）秋冬以来，湘
乡市栗山镇巴江村抢抓冬季枯水黄金时段，聚焦短板弱
项，争取多方支持，加快推进水利基层设施建设，为来年
粮食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巴江村杨家坝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搭建
钢管和模板，为拦水坝的混凝土浇筑做准备工作。水坝
下方，挖掘机不停地挥动机械手，平整被河水冲毁的河
床，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

巴江村上有洞山水库蓄水保供，下有城江河穿村而
过，水源基础条件较好。然而，由于下游水渠和拦水坝
修建年代久远，渠道冲毁严重，导致水资源白白损失。

“杨家坝因年久失修，不蓄水，严重影响下游农田灌
溉。”巴江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黄培慧介绍，杨家坝下
游有农田400亩，都是种植双季稻，用水需求大，重建水
坝迫在眉睫。

来自韶灌局的市派驻村工作队队员章宁波介绍，为
帮助巴江村早日重建杨家坝，韶灌局在资金支持 10万
元的基础上，相关负责人多次到工程现场察看进度并细
心指导。

为彻底解决好水渠灌溉问题，在重建杨家坝的同
时，巴江村村支“两委”决定还对其上下游近 30多米长
的水渠开展整修和护砌，确保来年农田灌溉无忧。

“这片田垄有 800亩左右，经过去年
的‘小田改大田’、渠道整修加固、土壤改
良等一系列提质改造后，耕作更为方便，
而且能够旱涝保收，今年双季稻亩产量
达800公斤以上，实现增产增收目标。”12
月 10日，湘潭县中路铺镇柳桥村种粮大
户何自渊介绍，他领衔的明远种养专业
合作社流转了村里 80%的水田，近年来
通过“投贷联动”模式（政府投资与经营
主体自筹资金各半、经营主体贷款由政
府给予一定贴息）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效果十分明显。今年，该合作社争取上
级支持，继续提质改造1000亩水田，目前
正在按规划组织施工。

明远种养专业合作社承担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只是湘潭县积极发挥
群众主观能动作用建设高标准农田的
一小部分。今年，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共计 3.44万亩，其中新增建设 2.2
万亩、改造提升 1.24万亩。截至 11月
底，全县 2.4万亩国债资金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已保质保量如期完工，并实现
全程无矛盾纠纷、无安全事故目标；
1.04万亩中央预算内资金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施工进度过半，按计划将在明
年 3月完工。

为了安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湘潭县坚持问策于民、放权于民、服
务于民的指导思想，力求少花钱、多办
事。近年来，以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为
牵头单位，在全县 17个乡镇成立了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作专班，自始至终注重发
挥群众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项目
村的确定以及单项工程的选址、规划以
镇、村意见为主，优先解决制约当地防
汛、抗旱方面的农田骨干水系问题，以及
不利于机械化生产的问题。杜绝不切实
际的选址和规划，尽量避免施工过程中
更改规划方案的现象发生。

“放权于民”主要体现在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上。湘潭县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及各乡镇工作专班坚持对工程
质量问题“零容忍”，采取了一系列防范
措施。不断强化施工考评、项目公示、监
理（跟踪审计）履职力度，以及纪检监督
检查、举牌验收等。同时，十分注重项目
地群众的监督。一方面，要求各施工标
段把项目组织机构、人员信息、标段任
务、施工图在显要位置进行公示，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项目竣工验收必
须邀请村民代表参加，标段验收鉴定表
必须有村委会盖章认定。实践表明，各

项目村通过派群众代表进行现场全程监
督，在很大程度上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等质量问题及时扼杀在摇篮里，有效促
进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两全其美。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民生实事工
程，服务于民是其宗旨所在。近年来，湘
潭县秉承让粮田变良田理念，优先安排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和粮食生产示范片区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县 6个粮食生
产万亩示范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已重点支持了 4个片区，覆盖率 66.7%；
15个粮食生产重点村，有 11个村已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率73.3%。通过对
山塘、灌排渠以及“小田变大田”的高质
量建设，防洪抗旱能力明显增强，农民种
粮积极性显著提高。其中，中路铺镇竹
冲村、云湖桥镇良湖村去年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后，今年双季稻播种面积增幅
均在500亩以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全国
优秀产粮大县的湘潭县，高标准农田建
设已经持续开展 10余年，农业生产基础
设施得到大幅改善。全县上下将紧紧围
绕党中央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总要求，
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为2035年全面建成
高标准农田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湘乡：

主播进村 山货走俏
本报讯（记者 何兴安 通讯员 刘峰博）近日，湘乡市新阶

联赴育塅乡松岳村开展“一村一品一主播·同心筑梦新农村”活
动，采用直播带货形式进行农产品线上销售。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农户们依序安静等候在主播旁，满心
期待自家农产品得到推广。随着主播热情讲解，红薯粉丝、坛
子菜、新鲜秋辣椒、生姜等农产品逐一亮相，吸引全国网友纷纷
下单。经统计，活动当天销售单量为184单，销售额4758元。

近年来，湘乡市新阶联着力打造电子商务实践创新基地。
依托湘乡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与湘乡市商务局等相关市
直单位联合共建，已建成 15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今年 2月至
11月累计开展村点直播带货125场，销售金额56万多元。为有
效解决农产品滞销，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湘乡市新阶联有近 50名会员参与电子商务实践创
新基地建设，并组建新媒体工作委员会，团结引导全市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共同打造集企业孵化、宣传推广、电商培训、直播带
货、仓配一体、大数据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围绕工
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建设线上线下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
为社会、农户、企业和个人提供信息咨询、产业孵化、技术支持、
电商培训、产品对接等综合性服务。

韶山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轮延包登记颁证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谢琪）近日，韶山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为韶山乡新联村村民颁发该市首本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轮延包不动产权证书。

据介绍，该证书登记的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自
2028年延至2058年。这标志着韶山市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轮延
包登记颁证工作全面启动。

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是指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
年。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轮延包登记颁证工作，是完善土
地承包经营制度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强化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保护意识，有利于推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激活主
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产权保障。

韶山乡构筑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周珊）近日，韶山乡立足实

际，强化措施，统筹协调配合，明确重点区域，把握重点时段，在
“责”上明目标，在“禁”上强措施，确保秸秆禁烧工作抓实、抓细，
多措并举全力构筑“防火墙”。

为抓好秸秆禁烧工作，韶山乡党委积极传达秸秆禁烧相关
文件、会议精神，将工作部署到位，层层落实责任，实施网格化管
理，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态势。

为确保“巡查到位”，该乡组织乡、村禁烧巡查队，针对重点
区域、重点时段强化巡查力度，切实做到有人盯、有人守、有人
管，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重点关注沟边、河边、路边等容易堆
积秸秆、垃圾地方，做到对相关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劝阻、及时处
置。

为抓实秋冬季“秸秆禁烧”工作，韶山乡充分利用乡村干部
上门、悬挂横幅、微信群信息等多种方式不间断开展宣传，通过
流动宣传车在乡域内巡回宣传，让群众清楚知晓焚烧秸秆的危
害、相关处罚措施以及秸秆正确处理方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到
秸秆禁烧工作中来；同时，随着秋收、秋种的完成，韶山乡将秸秆
禁烧工作重点转向秸秆清运，并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及时集中将
田间地头、道路两侧的垃圾、荒草等进行清理，从源头上减少焚
烧风险。

该乡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韶山乡将坚持工作力度不松、巡
查力度不减，围绕“秸秆禁烧”继续做好宣传，着力消除田间火灾
隐患，守护好蓝天碧水的幸福家园。

湘乡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正酣
本报讯（记者 何兴安 通讯员 潘永）眼下，湘乡市高标准

农田建设进入攻坚期。在梅桥、泉塘、育塅等乡镇的农田里，机
器轰鸣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修路、平地，干得热火朝天。工程
完工后，该市将新增1.4万多亩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1.6万亩。

今年，省里下达湘乡市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 0.64万
亩，项目实施地在龙洞镇、梅桥镇和泉塘镇，共 8个标段，计划
明年1月完工。位于梅桥镇东塘村的第五标段，由湘乡市瑞佳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融资主体实施。共涉及耕地979.92亩，总
投资427.5万元，按照统一设计、统一监管、统一验收、统一结算
审计“四统一”的方式实施。通过新修、整修机耕道后，农田机
械化生产水平将有所提高，预计能节约成本80元/亩。

改造前，这片农田都是一些高低不平的小块田，且配套设
施不齐，不利于大型农机作业，土地产出效益低，农民种田积极
性不高。湘乡市瑞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存新告诉我
们，“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使小田变大田，田成方、路成行，提
高机械化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平均亩产有望增加 100斤
左右。”

此外，湘乡市今年还启动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贷联动（国
债）项目，实施地在东郊乡、泉塘镇和育塅乡，共新建高标准农
田0.8万亩、提质改造高标准农田1.6万亩，按照“投资人+EPC+
O”方式，由湖南建投四建公司以联合体形式中标。今年5月底
开工，目前项目线性工程量已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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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60） 三农

工人搭设钢管模板，准备浇筑拦水坝。（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在湘潭看见美丽中国·水韵莲城‘百’景图”系列报道⑨

荆泉远上白云间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赵向红

巴江村：修水坝 润农田

白石镇昭金村新修的标准水渠。
（本报记者 白杨 摄）

粮田变良田 ——湘潭县广泛发动群众建设高标准农田
本报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王亚琴 胡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