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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481） 三农

抢抓机遇夯实水利发展根基
水利部门吹响项目谋划“冲锋号”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项目是水利事业发展的“生命线”，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6月4日，市水利局召
开“项目大谋划 谋划大项目”专题会，聚焦当前项目谋划中的
短板弱项，擂响战鼓，全面部署下阶段攻坚任务，全力争取更多
水利项目“入笼子”“进盘子”。

当前，全市水利系统在项目谋划上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
政策利用不足、策划项目不多等问题，市水利局将组建项目工
作专班，牵头开展项目大谋划储备工作，通过建立项目库，制定
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时限清单，以“一月一调度”的常态化机
制，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研判，打好争资争项主
动仗，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省规划。

市水利局主要负责人指出，要精准把握国家政策导向与湘
潭发展需求，抢抓水利项目建设“窗口期”，主动出击、乘势而
上，积极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蓄动能、增后劲的水利项目；要
系统梳理中央及地方水利支持政策，及时掌握最新政策动向和
申报重点要求，推动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等与项目精准匹
配，将政策红利转化为项目落地的强劲动力；要找准项目谋划
的切入点、着力点，做细做实项目立项、可研等前期工作，构建
滚动接续的项目储备库，持续提升储备项目数量和质量，加快
推进项目落地；要创新工作举措，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
现的各类问题，并加强对县（市）区项目谋划工作的督导检查，
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倒逼任务落实；要全方位提升干部队
伍项目谋划业务能力，市级水利专家要做好技术支撑，提高项
目谋划水平和储备质量，以“奋勇争先”之劲，攻坚克难，比学赶
超，有力推动更多水利项目在湘潭落地生效。

杨林乡：

趣味农耕活动点燃乡村振兴热情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谭博文）6月2日，韶山市杨

林乡2025年乡村旅游之趣味农耕活动在杨林村举行。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当天一大早，在杨林村江湾组的一

片稻田旁，来自韶山市各乡镇以及湘乡市潭市镇的 15支参
赛队伍的队员们就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扯秧、打秧、
插秧”3项团体接力赛中，队员们扎起衣袖，撸起裤脚，比拼
谁扯秧最快、打秧最准、插秧最直、协作最好。经过近两小时
的激烈角逐，杨林乡云源村代表队凭借娴熟技艺拔得头筹，
将一等奖——一头土猪赢回了家。

一边是比拼农耕技术，一边在展示农耕文明。活动现场，
13位村民代表化身文化使者，上演了一场震撼人心的T台秀。
他们佩戴用乡土特产装点的配饰，有的肩扛扁担，有的手捧稻
穗，还有的扛着农产品带货直播设备，让古老农耕文化与现代
时尚完美交融，引得观众纷纷赞叹，现场掌声不断。

现场还设置了草帽、粮仓、稻草人等“稻草艺术展”。小朋
友们也在另外两块水田里开心地投入趣味农事体验活动，尽情
享受童年的乐趣。

“在湘潭看见美丽中国·水韵莲
城‘百’景图”系列报道⑱
百泉湖水清又清

本报记者 王希台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
这首轻快悦耳的歌儿，把人的思绪一下拉回到
激情燃烧的岁月。

海南有条万泉河，而在湘潭县中路铺镇，则
静静卧着另一泓深碧——百泉湖。湘潭的百泉
湖，虽然名气不大，却在当地百姓心中也是“超
美”的。

百泉湖，又叫中路铺水库，又名“超美水库”
（白石镇还有超英水库，又名紫荆湖），距离中路
铺镇政府仅2公里，是湖南省皮划艇训练基地，
也是垂钓爱好者的天堂。

中路铺镇，位于湘潭县境东南部，距湘潭市
区 35公里，县城 28公里。始建于 1985年。中
路铺镇东与株洲接壤，南靠白石乡，西与花石、
射埠毗连，北接谭家山。古为驿站，因居长沙至
衡阳古道中点而得名中路铺。

从地理的角度来探寻中路铺，山水是无法
忽略的核心视角，山是晓霞山，水便是中路铺水
库，山水相映。

中路铺水库位于湘潭县中路铺镇，坐落在湘
江支流白泉灌小溪上游的凤形村。水库正常蓄水
位70.51米，水库设计灌溉农田3.15万亩，保护下游
耕地5.84万亩，人口约1.3万人，是一座以灌溉为
主，兼顾防洪、供水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利工程。

初夏时节，百泉湖烟雨朦胧，四周青山如
黛。岸边零星散落的垂钓者，雨伞撑开一片片
寂静，水光人影皆朦胧，竟似闯入了一幅水墨写
意的画里。

如今，百泉湖是当地的饮用水源地，水质清
澈，内有翘嘴、鲈鱼等，又有鲫鱼、草鱼、青鱼和
鲢鱼等常规鱼种。

“为了保护水质，这些鱼都是人放天养。”湘
潭百泉湖供水有限公司负责人马志光说，从
2010年起，他开始负责百泉湖的生态环境保护，
并为当地3200多户人家提供供水服务。

马志光说，自己巡查水库时，常在水中发现
桃花水母。

我们站在百泉湖的堤坝上张开双臂，敞开胸
怀，好不惬意。放眼望去，湖水深不见底，水色纯
净。

超美湿地眼波横，碧水连天人文丰。中路
铺镇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印子山水库、晓霞山
森林公园，五龙山大杰寺景点小有名气，寺内的
龙山诗社是齐白石早期的主要活动场所，菱角
村有著名的“黎氏八骏”故居。

除了美景，中路铺镇特产药糖、小籽花生、
龙凤茶叶等名优特农产品也是久负盛名。

药糖的甘辛、小籽花生的醇香、龙凤茶叶的
芬芳，这些土地的馈赠，都与百泉湖的水脉息息
相关。镇区的甜蜜作坊，柳桥村的晒场，凤形山
村的茶园，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好水育好物，
好物养好人。

烟雨润湿青山的时节，百泉湖醒了。
就在这个初夏，约上三五好友，不妨来中路铺

走走。去百泉湖畔，蹲下身来，寻找桃花水母的身
影；或者什么也不做，就静静等待，等一尾鲈鱼跃
出水面，把整个晓霞山的倒影打碎成万千星光。

在距离湘乡市城区 30公里处，
有这样一个山村，山花烂漫、云起云
落，没有城市的喧嚣，宛如世外桃
源。这里是湘乡市白田镇大冲村。
村里就业机会少，“走出去”成了这里
大多数年轻人的目标。

但是“80后”周健却选择返乡逐
梦，用 8年时间打造了自己“向往的
生活”。

1984年出生的周健，高中毕业
后就前往广东打工。后来，他在中山
市有了自己的灯饰加工厂，并赚取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

身在闹市，心在乡村。从小在乡
村长大的周健，对家乡的生活有一种
深深的眷恋。那种“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生活时常出现在他的脑
海中。

2017年，周健遵从内心的想法
返乡。在大冲村海拔 500多米高的
高峰山半山腰上，周健修通了道路，
建起了民宿，种上了水稻，还养上了
壶天石羊、黄牛和土鸡。

创业初期，周健差点被现实打
败。

养羊是个技术活，单靠一股子蛮
劲根本行不通。养羊初期，几乎每天
都有小羊夭折。每次羊圈门一开，见
到小羊倒地不起，周健的心也跟着沉
了下去——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养羊技术是难题，管理也很伤脑
筋。山寒草枯的冬季，羊群为觅食散
入莽莽山野。记得有一年，石羊上山

觅食跑得很远，害得周健半夜还在山
上找羊。

“半夜里，手电没电了，羊也没找
到，待在黑漆漆的大山里又冷又累，
那种绝望感真让人崩溃。”周健说，那
种“坐看云起时”的愿景并不那么美
好。

痛定思痛，周健苦心钻研养殖技
术。他经常和翻江镇壶天石羊养殖
户刘国平、余党清夫妇交流学习，技
术日趋成熟。目前，周健养殖的壶天
石羊已达500余只。

在高峰山的半山腰，可以俯瞰整
个白田镇，还可远眺湘乡市城区。晨

起日落时，山顶的风车慢慢旋转，眼
前各种形状的云朵在缓慢漂移。周
健说，闲暇时光能看到这样的美景，
他觉得自己的辛苦都值得。

因地取名，周健成立“云间家庭
农场”，还拓展了民宿业务，每年前来
避暑品尝鲜羊肉的客户络绎不绝。
周健的养殖业不仅成了村里的支柱
产业，还带动了羊饲料、羊肉销售等
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

暮色渐浓，周健仍静立山头。远
处灯火次第点亮，如星辰落向人间。
他的心头所愿，是更多新农人循着山
风云海归来。

夏日雨后初霁，空气清新、气温凉
爽，行走在岳塘区昭山镇七星村心情格
外舒畅。所到之处，白墙黛瓦的农家庭
院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四通八达的村
道两旁庄稼、果树生机勃勃，娇艳欲滴的
花朵在房前屋后争相绽放……近年来，
七星村探索实施的“四全、四员、四制、四
清”工作法（即“四四”工作法），有效破解
了人居环境整治的深层难题，让绿水青
山真正成为富民强村的幸福底色，其典
型经验成果目前正在全市、全省推介。

七星村环境之变，始于思想之变，成
于聚力之治。全面建制、全局规划、全域
治理、全员参与的“四全”理念筑牢根基，
其中，环境卫生评比、垃圾分类减量等方
案量身定制，村“两委”负责人挂帅搭起
机构、人员、措施、责任、经费“五到位”专
班；经过精心规划，“一户一宅一设计”引

导村民美化庭院176座，垃圾、污水、厕所
“三大革命”全域推进有效提升村容村
貌；“片中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的
网格体系，推动联村干部、党员、“三长”
分片包干，大力激发全员参与热情。

如何让人居环境整治成为村民的自
觉行动？七星村巧设“四员”激发内生动
力。村干部担纲“管理员”，党员、组长化
身“宣传员”，老党员、妇联主任等组成

“评比员”，村民则人人争当“运动员”。
每周五下午雷打不动的“深文巩卫”大扫
除，志愿者团队群策群力，清除杂草、“牛
皮癣”广告、零星垃圾与卫生死角，助推
村庄面貌日新月异。

人居环境整治贵在长效，七星村以
“四制”涵养文明乡风——季度卫生“评
比制”、广播“通报制”、村务栏“公开制”
与美丽庭院“挂牌奖励制”环环相扣，有

效激发了“人人都参与、户户爱卫生”的
自觉性、主动性。如今，拣金坝、大槐树、
塘湾里等美丽屋场和 168户星级美丽庭
院如明珠散落，成为村庄靓丽名片，示范
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四清”目标则清晰勾勒了七星村人
居环境整治深度，即村级主干道沿线“清
洁”、河道坑塘“清澈”、房前屋后“清新”、
畜禽粪污“清爽”。近年来，该村稳步实
施生活垃圾处理付费机制，并利用“户
集、村收、区运”高效体系，确保日产日
清。截至目前，全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超 80%，累计完成 170座户厕改造；
同时，采用先进生物膜技术处理生活污
水，5座集中处理池排放的尾水达国家一
类标准。

春华秋实，七星村的优美生态环境
正转化为“两业”增收（产业、就业）澎湃

动能，全村干群依托长、株、潭“绿心”有
利条件，积极探索“生态宜居”向“产业兴
旺”的华丽转身，精心打造了七星樱悦田
园、绿加源农耕果园、七星湘采花园、碧
源春茶园与和园构成的“五园”产业格
局，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达 4.2万元，生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真谛。

当樱花如云般绽放在樱悦田园，当
碧源春茶园的新绿沁人心脾，七星村的
故事在青山绿水间铺展延伸。这里每一
处整洁的院落、每一湾清澈的塘水，都印
证着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
从“四四”工作法的深耕细作，到“五大
园”产业的蓬勃兴起，七星村不断为高质
量发展注入着新鲜活力，也为我市巩固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成果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黄亮）既可以做中药，又可
以做面食，韶山市银田镇华南村种植玉竹可谓一石二鸟。正是
凭着对玉竹种植等产业的开发拓展，华南村一笔一笔描绘着乡
村振兴的新画卷。

走到华南村村部门口，成片郁郁葱葱的玉竹便映入眼帘。
在村里的一个面点生产车间，工人师傅们正熟练地制作玉竹
饼，现场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资料显示，玉竹药食两用，具有
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等功效，常被加工成饮片、保健食品和美容
护肤品等产品。村干部介绍，华南村这些玉竹是由药材公司承
包土地种植的。公司定期收购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为村里生
产油饼、馒头等面食的加工厂提供了独特的原材料。玉竹饼凭
借新鲜的原料和传统的工艺，深受市场欢迎，主要销往周边市
场。这些小小的面点，不仅承载着村民们的辛勤汗水，更成为连
接乡村与外界市场的桥梁。这种创新的产业合作模式，不仅带
动了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还为村里的面食加工增添了特色。

村干部透露，玉竹食品已申请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以
期进一步提升其文化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梅”好时节“喜杨杨”
本报讯（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 通讯员 陈树理）仲夏杨梅红

满林，山前未到齿生津。眼下正是品尝杨梅的好时节，一口下
去，烈日灼灼的暑气便散去不少。湘乡市山枣镇喜杨杨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果园里，就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享受“梅”好时光。

喜杨杨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办至今已有14年，杨梅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至今有300余亩，全部进入盛产期。步入杨梅基地，
层层叠叠的枝叶间，一串串沉甸甸的杨梅压弯了枝头，宛如一
颗颗红宝石“镶嵌”在绿叶间。“充足的光照是天然的‘增甜剂’，
丰沛的雨水是上佳的‘营养液’。”合作社负责人谭叙平介绍，得
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和科学精细的种植管理，基地出
产的杨梅不仅果大汁多、酸甜可口，更采用生物诱杀等绿色防
控技术，确保了果品的健康与安全。

品质好，人气就旺。5月下旬以来，前来采摘品尝的游客络
绎不绝。前几天我们去采访时，正好碰上很多家庭“组团”来采
摘。他们在品尝新鲜杨梅的同时，用手机记录下美好的亲子时
光。“我们特意带孩子们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劳动的乐
趣，让孩子在实践中成长。”游客陈香说。

针对杨梅保鲜期短的特点，合作社积极延伸产业链，构建
了“鲜果采摘+精深加工”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部分鲜果经过
精心加工，被制成风味独特的杨梅酒、酸甜可口的杨梅果脯等
产品，有效提升了附加值，也为周边农户开辟了更广阔的增收
渠道。“我们合作社计划增加种植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带动周
边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谭叙平说，基地的杨梅采摘期可
持续至6月中下旬，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00吨。

在湘潭县云湖桥镇石井铺村，谷
金堂揉搓香泥的手臂青筋凸显。15岁
随祖父学艺，历经四代传承的“龙凤贡
香”，以其纯正自然的香气滋养着这个
家庭。榆木粉与白香木在匠人指尖化
为缕缕幽香，行销省内乃至广州，成为
老客户心中无法替代的“地道味”。

然而，芬芳背后是传承的隐忧。
妻子周秋莲坦言，这门支撑家庭的手

艺，年收入仅约5万元。更令人忧心
的是，全镇坚守者仅存 4户，年轻人
对传统祭祀用手工香的兴趣日渐淡
薄，百年技艺濒临湮灭。

转机在坚守中降临，湘潭县近日
公布的第七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云湖桥手工制香技艺”作为
传统技艺类项目成功入选，为这项古
老技艺披上了官方认可的“护身

符”。这不仅是对谷金堂等匠人毕生
心血的肯定，更是对一段活态文化记
忆的郑重守护。

回望云湖桥的制香史，其兴衰与
地域变迁紧密相连。这座地处湘潭
西北、古为长沙至宝庆府重要驿站的
小镇，曾因“五县通衢”的枢纽地位，
孕育了手工制香的繁荣盛景。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镇上制香作坊近 200
家，几乎户户飘香。选料讲究榆木粉
与白香木粉，与机制香的木灰胶粉加
香精截然不同，成就了其无可比拟的
自然香气与独特艺术美感。

从选材、搅拌、粘制，到晾晒、染
色、包装，每一支手工香都凝结着繁
复工序与匠人智慧。它远不止是商
品，更是当地重视香火祭祀、热爱喜
庆团圆传统的生动载体，承载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近 200户的鼎盛，到仅余 4户
的孤寂坚守，再到如今非遗名录带来
曙光，云湖桥手工香在时代洪流中迎
来了新生契机。这一缕穿越百年的
古法幽香，终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新身份，获得了延续更久远未来的
希望。官方的认定是起点，未来的保
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路，仍需社会
各方持续注入力量，让这缕承载着文
化与乡愁的香脉，永不消散。

“四四”工作法扮靓“绿心”村
——昭山镇七星村人居环境整治经验成果获全省推介

本报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章扬

湘乡“80后”新农人返乡创业“云间”放羊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刘悄

华南村：

药食同源种玉竹

周健利用山林水土优势，精心养殖壶天石羊。（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一缕古法幽香终获“护身符”
——云湖桥镇百年手工制香技艺跃升县级非遗

本报记者 尹义龙 通讯员 赵子军

谷金堂正在制作手工香。（本报记者 尹义龙 摄）

俯瞰中路铺水库。（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