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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78） 三农

铁骨柔情湘江护渔
——记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全国渔业执法先进个人”谭瑛

本报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刘晓君

“韶山红”品牌运营中心
启动试营业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日前，由湘潭市供销茶业有限公司与省
茶业集团联合打造的“韶山红”品牌运营中心在湘潭·供销时代启动
试营业，为湘潭市民开辟了茶文化体验新场所。

湘潭·供销时代是市供销合作总社打造的重点项目，目前已进
驻湘潭“供销优供”旗舰店、绿丰农场钢城店等项目。“韶山红”品牌
运营中心聚焦茶产业资源对接与服务支撑，依托省茶业集团专业运
营能力和成熟SI标准体系，融合茶文化交流、茶周边体验、茶品牌运
营等功能，打造集产品规划研发、品牌宣传推广、市场开发及销售渠
道建设于一体的运营平台。运营中心将充分发挥湘潭茶产业资源
与供销系统渠道优势，联合省茶业集团旗下“合作”茗茶，持续推出
兼具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产品矩阵，通过基层网点下沉与数字化
营销等方式扩大销售渠道，全面加速“韶山红”茶品牌的建设与发
展，助力“合作”茗茶在湘潭市场的业务扩展，实现双方共赢。

运营中心首层的产品展销区集中陈列着“韶山红”系列及“合
作”茗茶的全新产品，从传统茗茶到创新茶饮，全方位展现湘潭茶产
业的特色与魅力。二层的茶文化交流空间，在专业茶艺师团队的精
心服务下，为消费者带来沉浸式的品茶体验，让茶文化可触可感。
试营业期间，中心将同步开展茶文化讲座、品鉴会等系列活动，搭建
起连接茶农、企业与消费者的服务平台。

市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发挥供销系统
“双向流通”优势，加大节会活动举办、茶园基地建设、品牌管理运营
等工作力度，以运营中心为支点，推动湘潭茶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
方向高质量发展，让供销力量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发挥更
大作用。

湘潭县石潭镇油菜丰收
本报讯（记者 尹义龙 通讯员 冯坚花）5月 12日，湘潭县石潭

镇的油菜地里，农户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油菜。该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农综中心”）预估，今年油菜平均亩产有望突破150
公斤，这一数据较往年显著提升，而困扰种植户的菌核病发病率也
大幅降低，控制在了较低水平。

走进石潭镇的田间，只见油菜植株茁壮，饱满的油菜荚挂满枝
头。种植户贺大哥笑着说：“今年这天气太帮忙了，温度、光照、雨水
都恰到好处，油菜从生长初期就一路顺遂。而且农综中心的技术人
员常来指导，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施肥、怎么防治病虫害，让我们心
里特别踏实。”

石潭镇农综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为实现油菜高产优产，他们在
关键时期组织了多次技术培训。在菌核病预防阶段，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指导农户进行药剂喷洒，确保防治工作精准到位。同时，农综
中心还积极与农资供应商对接，保障种子、化肥等物资及时供应，为
油菜生长提供坚实的保障。

在气候和人力双重利好因素下，今年菌核病发病率较往年大幅
下降。往年此时，菌核病发病率通常在 30%左右，而今年通过抽样
调查发现，发病率已控制在10%以内。农综中心技术专家表示：“温
暖干燥的气候不利于菌核病病原菌的繁殖和传播，再加上前期预防
工作扎实，才取得了这样的好成果。”

近年来，石潭镇农综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农业产业发展，通过
推广优良品种、普及科学种植技术、加强病虫害防治指导等措施，不
断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今年油菜丰收，不仅增加了农户的收
入，也为石潭镇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在韶山开展项目收集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为加快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近日，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
称“市农交中心”）市场部组织业务骨干赴韶山分中心开展联合项目
收集工作，通过实地走访、交流、政策宣讲等方式，深入挖掘韶山片
区农村产权交易潜力，助力乡村振兴。

市农交中心市场部与韶山分中心工作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先
后走访了韶山市韶山乡、银田村、花园村、瓦坪村、团田村、永义村等
乡镇及村集体经济组织，摸排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闲置房屋、耕
地、水域滩涂使用权等可交易资源，并与当地村干部、农户面对面交
流，了解交易需求及难点问题。

市农交中心市场部负责人表示，韶山作为红色旅游胜地，农村
资源盘活潜力巨大，可围绕闲置农房改造民宿发展文旅产业等方
向，打造特色交易项目。这次联合项目收集工作不仅为韶山农村产
权交易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全市农村资源高效配置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未来，市农交中心将持续深化市县联动，推动更多农村

“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朝雾蒙蒙，湘江北去，江面及两岸
一片静寂。5月 12日清晨，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渔业渔政执法大队队长
谭瑛像往常一样早起，走出停靠在河西
十八总码头的渔政趸船寝室，来到沿江
风光带锻炼身体，然后回船洗漱、吃早
餐，接着开展一天的工作。这样的生活
节奏他已经坚持了18年，每天无论当班
与否，他已习惯以船为家。

近日，2024年度“全国渔业执法系
列专项行动先进个人”评选揭晓，谭瑛
榜上有名。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谭瑛
从事渔业渔政执法工作 18年来心血和
汗水的结晶，也是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获评“中国渔政亮剑 2024”系列专
项执法行动先进集体之后，斩获的又一
项国家级殊荣。

子承父业从事渔政

谭瑛的父母都是原湘潭市渔政管
理站职工（现市渔业渔政执法大队），由
于从小耳濡目染，他对渔政趸船、对湘
江有着特殊的情感。2007年，23岁的他
从部队退伍，毅然选择子承父业，立志
像父亲生前一样为保护湘江渔业资源
贡献力量。

军旅生涯赋予了谭瑛钢铁般的意
志，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初入渔业渔
政岗位时，他白天参与江面巡逻、宣传
劝导、执法办案以及义务救援等，夜晚
学习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很快就适应
了船上的工作、生活环境，并逐渐成长
为站（队）里的业务骨干，各项工作总是
乐当排头兵，兢兢业业、吃苦耐劳，深得
领导和同事们喜爱。

相对而言，渔业渔政工作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唯有坚守才能及时应对处
置突发事件。一直以来，谭瑛与队员们
坚持以趸船为家，以渔政执法船艇为巡
查工具，全面清除迷魂阵、地笼、流水刺
网等有害渔具，耐心劝阻违规垂钓行
为，依法打击电、毒、炸等违法捕捞行
为，在枯燥单调的环境中守护湘江流域
湘潭段及其支流渔业资源，在平凡的岗

位上深耕不平凡的事业。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水上工作环

境比陆地复杂得多，更需要强健的体
魄。”谭瑛说。工作之余，他坚持搞体育
锻炼，尤其擅长游泳，一年四季可以轻
松地横渡湘江。每当汛期涨水、有人失
足落水，或过往船只出现险情，他总是
勇当抗洪抢险救援先锋，多年来义务救
助的对象不计其数。

尽职尽责执法为民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渔业渔
政执法大队（原市渔政管理站）隶属市
农业农村局，10余名干部职工常年奋战
在位于河西十八总码头的渔政趸船
上。正常情况下，他们以3-4人为一组，
实行 24小时轮流值班制，若遇抗洪抢
险、禁渔执法行动等特殊情况必须全员
上岗。作为队里的骨干力量，谭瑛每年
几乎没有完整地轮休过一次。他的妻
子在市内某眼科医院工作，每逢周末、

节假日夫妻俩同样忙碌，年幼的儿子只
能托付给母亲照看，“舍小家、为大家”
是他的真实写照。

从 2013年开始的湘江干流每年 4
月至 6月禁渔，到 2020年湘江流域“十
年禁渔”行动全面启动、职业渔民转行
上岸，市渔业渔政执法大队的工作任务
和工作压力持续加大。为确保禁渔期
禁渔区内“江中无渔船、岸边无渔网、市
场无江鱼”的“三无”目标 ，谭瑛与队员
们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劝导工作，同时
要日夜兼程查处非法捕捞行为。面对
部分市民不配合、不理智行为，谭瑛坚
持文明执法、耐心劝导，遇上暴力抗法
人员他也沉着冷静、妥善处置。

“每年执法过程中遭遇言语威胁乃
至人身攻击的情况都有数起，但我秉公
办事，依法论处，没有什么可怕的。对
不法行为退步就是失职，也将失信于广
大人民群众。”谭瑛说。这些年来，他负
责查办的行政案件或依法移送的刑事
案件证据确凿、程序规范、案卷齐整，多
次受到上级表彰鼓励。

铁腕执法的背后，谭瑛甘当广大市
民和过往船员的贴心人，经常不遗余力
地为大家排忧解难。近年来，谭瑛按照
上级有关“十年禁渔”指示精神，主动走
访原渔民户，宣讲政策、倾听诉求，先后
帮助 200余人申办政策性补助、学习新
技能等。家住雨湖区窑湾街道的李先
生时常夸奖他：“谭队长不仅管禁渔，还
帮我们找活干，真切把老百姓的生计放
在心上。我们也愿意担当义务巡逻员，
及时检举揭发非法捕捞行为，助渔政执
法队员一臂之力。”

勤恳自勉牢记初心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18年来，谭
瑛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先后10
余次获评市农业农村局“优秀党员（党
务工作者）”“年度优岗”，并在抗洪抢
险、执法办案过程中荣立市级三等功 3
次。2021年，谭瑛被任命为市渔业渔政
执法大队副大队长；2024年，他又肩负
起大队长的重任。

对于获得的各种荣誉和职务晋升，
谭瑛倍加珍惜，更以此作为鞭策自己干
好本职工作的动力。他始终以“脱下军
装，还是战士”自勉，爱学习、肯钻研，熟
练掌握了多种渔业公务船舶驾驶技能，
获得公务船舶一级船长资格证；目前，
市渔业渔政执法大队拥有一艘渔政公
务大船，仅有他和前任大队长两人能够
驾驶。对于操作无人巡航机、智慧渔政
系统等现代化装备设施，他也样样精
通。

去年，谭瑛带队参加全国渔业安全
生产技能竞赛湖南省选拔赛，竞赛内容
包括政策法规抢答、船艇操作、水上求
生救援、信息材料整理等4项内容，他们
凭借优异成绩，荣获集体二等奖；同时，
他个人荣获三等奖。

两代青春献渔政，一江碧水映初
心。谭瑛表示，他将继承父亲“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的光荣传统，虚心学
习，埋头苦干，努力为湘江水更蓝、鱼更
欢作出应有贡献。

乡愁是河湾里的一尾银鱼，是石
桥上的一抹苔痕，是母亲浣衣时棒槌
敲碎的晨星。在湘潭县石潭镇列家桥
管区、杨嘉桥镇雁坪管区、荆州管区的
臂弯里，静静流淌着一条名叫烈雁金
河的“乡愁密码”——它用粼粼波光镌
刻着三地的血脉，用潺潺水声诉说着
半世纪的风云。

一锄一担凿山河。
1975年隆冬，当北风卷着霜粒掠

过原野，35000双草鞋踏碎了冰封的寂
静。7乡1镇的百姓扛着红旗，抡起锄
头，在“蛇形小坝”的旧址上劈开冻土。

没有机械轰鸣，只有扁担的吱呀
声与号子声穿透晨雾；没有钢筋水泥，
唯有血肉之躯筑起新堤。

资金不足自己筹，工具紧缺自己
做，石灰水泥自己烧，乡亲们硬是靠着
锄头、簸箕和扁担等最原始生产工具，
一锄锄地挖，一箕箕地挑，奋战了一个
冬春。

1976年 7月，当第一股清流涌入
龟裂的农田，荒滩上爆发出震天的欢
呼——这条用汗水浇灌的 12.9公里
长、60米宽、流域面积达145.75平方公
里的金河，从此成了三地百姓的“生命
线”。

巧思妙构藏匠心。
金河建设时，沿河建了17座石桥，

这是凝固的时光标本。老闸口的青石
板上，深深的车辙印里嵌着 1976年的
月光；节制闸的铸铁闸门锈迹斑驳，却
仍牢牢锁着洪魔。

金河，如白色缎带系在青山绿水
间，与辽阔沃野浑然一体，依地势落差
而精心设计，建造的渠、坝、桥、闸、堤
等，布局科学、巧夺天工。

今年，金河的两座水闸拆除重建，
以现代工艺加固防洪屏障，让河道焕
发新生。

半个世纪过去了，金河愈发生机
勃勃。美丽河湖建设，将沿岸的风景
串珠成链，景观设计与风俗文化相映
成趣，不仅展现了金河波光云影的动
态之美，更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意
向。

四时风物皆成诗。
春日的金河是位丹青圣手，将两

岸柳丝染作青山绿水，白鹭掠过水面，
翅尖点破倒映的蓝天；夏夜蝉鸣里，河
滩成了天然浴场，乡村的孩子们扑腾
的水花惊醒了沉睡的萤火虫；秋风起
时，沉甸甸的稻穗在河道两岸铺就黄
金毯，老农黝黑的脸上满是阳光；冬雪

皑皑中，冰层下涌动的暗流仍在孕育
着春汛。

金河的四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人们，记忆中难忘的画面。

一河乡愁润心田。
在外游子闭目凝神，脑海中自然

浮现金河两岸那段青葱岁月。那是，
金河两岸桑葚熟时，放学的小伙伴们
采摘葚果的欢声笑语，是嘴角和衣襟
留下的乌紫色印迹。

这些酸甜浆果，丰盈了贫瘠年代
的童年，成为游子心中永不褪色的乡
愁印记。

如今，金河两岸矗起新楼，但老辈
人仍守着河畔的老樟树，在树荫里给
孙辈讲“万人挖河”的故事。

盈盈一水，柔情依依；清波碧浪，
婉转萦回。

金河，这条流动在湘中大地上的
“白练”，早已超越水利工程的范畴。
它是游子午夜梦回的潺潺水声，是乡
贤笔下“月漾清波滋万顷”的楹联，更
是镌刻在湘人基因里的精神图腾——
那用血肉之躯驯服洪魔的勇气，那“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正随着金河之
水，世世代代奔涌向前。

“绿色建造”，
金石镇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 通讯员
李宗桦）近日，湘乡市金石镇首套装配式绿
色农房交付使用。从开工建设到装修入住
仅用时 3个月，造价比传统建房便宜几万
元，省时、省力、省钱又环保。金安村村民
颜先生一家率先享受了该镇“绿色建造”特
色产业的红利。

位于金安村的金石工业园区，现拥有
绿色建造产业骨干企业 5家，其中装配式
住房生产企业——湖南鸿诺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将其他 3家环保建材生产企业和 1家
构建智造企业串联起来，形成了“基材研发
—构件智造—系统集成”的全产业链条。
为抓住农村装配式预制住宅市场风口，金
石镇引导湖南鸿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高
校携手研发了成系列的“装配式绿色农
房”，并于去年10月投入生产。

今年 3月，金石镇被列入湘潭市乡村
特色产业镇培育名单，给该镇“绿色建造”
产业做大做强再添一把旺火。为推广“装
配式绿色农房”，金石镇先后组织了 10余
场现场推介会、乡镇巡回推介会，并在当地
深入村组举办“宣讲会”，“样板房+数据对
比”让村民看得见、算得清、放心建。

在大多数村民心中，像积木一样搭建
房子，总感觉不踏实。“一开始听说用‘拼装
’方式盖房，心里直打鼓，担心不结实。”颜
先生的疑虑在参观完样板房后被打消，“工
厂预制的钢筋混凝土墙面坚固，抗震防火
性能好，而且施工过程规范透明。”于是，他
决定带头“尝鲜”。入住后他算了一笔账，
觉得非常划算：147平方米的精装修平房只
需28万元，拼装时几乎不产生建筑垃圾和
扬尘污染，而且装备了光伏保温一体板等
绿色设施，能节省不少电费。

据介绍，已在周边市场立稳脚跟的“装
配式绿色农房”，仅仅是金石镇“绿色建造”
产业的其中一环。另外有2家环保建材企
业的核心产品，在湖南市场的占有率均超
过 30%，湖南卓标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外墙外保温系统产品市场占有率则高达
90%。

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联农带农效益
也日渐凸显。眼下，金石镇绿色建造骨干
企业已带动本地就业160余人，预计3年后
将增加到 340余人。此外，园区属地金安
村通过土地入股方式与入园企业实现利益
联结，每年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以上。

加速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银田镇镇区绿化一期工程
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张鸿好 周思）日前，随着挖掘机
的嗡嗡声与铁锹翻土的沙沙声逐渐消失，最后一棵白蜡树在韶山市
银田街道“安家落户”，银田镇镇区绿化第一期工程圆满收官。

“五一”假期，穿梭于银田镇街头，可见白蜡的嫩叶迎着微风悄
然冒出。新叶轻摇，斑驳树影下村民悠然漫步。据了解，本次工程
以“见缝插绿、提质增绿”为原则，累计清理枯树并绿化 1.2公里，栽
种优质白蜡树120棵，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小镇注入盎然生机，
赢得村民纷纷点赞。“以前枯树枝常掉到路边，容易砸到车，现在枯
树全被清理了，种的白蜡树整洁又清爽，夏天还能遮阴，真是一举多
得！”南村村住在河街的一名商户望着门口刚栽种的白蜡树感慨。

今年年初，接到群众反映镇区绿化不足、树木枯萎的问题后，银
田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结合银田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建设，对镇区
开展绿化提升。经专家论证，最终选定白蜡作为主栽树种，既可保
留原有“绿伞如盖”的街道记忆，又能增强林木抗病虫害能力。

银田镇负责人表示，镇区绿化第一期工程圆满收官，既是该镇
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生动写照，也是落实乡村振兴的鲜活实
践。目前，银田镇绿化二期工程已在规划当中。银田古镇正以绿意
为笔，描绘着农文旅融合的新蓝图。

谭瑛（中）在江面巡逻。（本报记者 白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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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两岸，是大自然的调色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