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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太暗，摆台有点凌乱，请小伙伴们调一

调。”直播间里，24 岁的吴彩红自信大方，与前些年

的样子判若两人。

吴彩红的家乡，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仙溪镇

仙中村。在成为孤儿的人生至暗时刻，她赶上了精

准扶贫的好政策，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了解到读中职学校可以免学费，我放下思想

包袱，打定主意读书。”2014 年 9 月，吴彩红进入长

沙财经学校。“除了免学费，我还获得了每年 2000
元的助学金、每年 3000 元的‘雨露计划’助学补助，

以及每月 700 元的孤儿补助。”

2017 年夏天，吴彩红又顺利考取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除了继续享受‘雨露计划’助学

补助，我拿到了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有了勤工助学

岗位，还得到了一家公益基金会的资助。”

“多亏了教育扶贫，让我有书读、有学上，一步

步爬出命运的泥淖。”大学期间，吴彩红积极上进，

性格比过去开朗许多，还申请加入了党组织。

教育扶贫，改写人生。近年来，湖南不断健全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保障贫困学子全面发展、成长成

才。湖南在实施中职免学费政策的同时，对接受中

高职教育的贫困户、脱贫户、监测户子女给予“雨露

计划”助学补助，2015年以来惠及 148.33万人次。

“我们构建了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帮扶就

业等‘一条龙’培养模式，通过扶智‘造血’拔穷根。”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夏智伦说，截至 7 月 10 日，全省

2022 届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32316 人去向

落实率达 73.17%。

教育扶贫 拔除穷根
本报记者 王云娜

屋舍俨然，田畴规整，庄稼遍四野，蔬菜满大

棚，宽阔的柏油马路连通各村组。这里是湖南省醴

陵市李畋镇新树村。

“前年马路两侧各拓宽 1 米，去年完成‘白改

黑’，路好车快，人更舒心。”新树村党总支书记施海

祥说，这就好比打通了致富“经脉”。

“我们夫妻两个，现在忙活一年，能挣五六万

元。”村民黎申强说。

新树村前些年可不是这样。村集体经济近乎

为零，矛盾纠纷丛生，是株洲市有名的“后进村”，曾

8 年换了 6 个“带头人”。

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株洲市选优配强“领

头雁”，提升组织凝聚力，“一村一策”督促整改。

2017 年，返乡创业大学生施海祥被推选担任

新树村党总支委员，2021 年又当选党总支书记。

利用后盾单位支援薄弱村的发展资金，他首先着手

提升新树村对外交通的便利性。

“书记联系支委，支委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

众，入党积极分子也发挥凝聚作用。”施海祥说，曾

经人心涣散的新树村，工作有了突破口，“3 个月完

成路面拓宽，53 天铺完沥青。”

在施海祥的引领和带动下，一批技术骨干和

致 富 带 头 人 踊 跃 加 入 党 组 织 ，带 领 群 众 一 起 致

富。种了 20 年蔬菜的朱远清入党后，主动为村民

提供技术指导。

新树村还成立农业合作社，把村民聚拢起来谋

发展。2021 年，村集体经济入股分红 15 万元、入社

农户户均分红增收近 3000 元。

党建强起来，乡村大变样。截至 2021 年底，株

洲市 1156 个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总

额约 1.2 亿元，经营性收入 5 万元以下的“薄弱村”

减少 217 个，“空壳村”实现全部清零。

党建引领 乡村兴旺
本报记者 申智林

盛夏洞庭湖，芦苇拔节生长，成排连片在风中

摇曳。

“这可是种菇的好原料咧！”沅江市芦苇产业转

型管理办公室科研人员石跃龙说。

沅江市地处南洞庭湖腹地，拥有 45 万亩优质

高产苇田，年产量 30 多万吨。2018 年起，制浆产能

全面退出沅江，芦苇变得“一文不值”。

石跃龙说，废弃芦苇长期浸泡后，会导致局部

水域氮、磷和其他化合物指标严重超标，影响鱼虾

生长，“冬天芦苇干枯，一旦失火危害也极大。”

芦苇产业何去何从？想起小时候在芦苇荡里

采蘑菇的场景，石跃龙大胆提出：驯化野生蘑菇，人

工培育芦菇。

在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的支持下，石跃龙甄

选出胶状鳞伞菌、春生田头菇和大球盖菇 3 个品

种，用时近两年攻克菌种培育、芦苇发酵等技术

难关。

种芦菇赚头如何？石跃龙算了笔账：从收割、

运输到发酵，一吨芦苇成本 300 多元，经芦菇转化

吸收后产值达到 5000 元左右，亩产值达 7.5 万元。

以芦菇驯化为基础，沅江市与省内科研院所加

大合作力度，为芦菇培育、保鲜、深加工等产业链各

环节提供科技支撑。

今年上半年，沅江市芦菇种植面积达到 1000
多亩，消耗芦苇约 1 万吨。接下来，沅江市将借助

冷链物流销售鲜食芦菇，进一步扩大芦菇种植

面积。

近 年 来 ，湖 南 着 力 加 强 农 业 科 技 创

新 ，因 地 制 宜 培 育 壮 大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

推 动 农 业 绿 色 转 型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

2021 年 ，湖 南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7662.4 亿 元 、农 业 产 值 3532.9 亿

元 ，分 别 是 2012 年 的 1.56 倍 、

1.33 倍。

科技支撑 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王云娜

位于长沙县的南昌至长沙 1000 千伏特高压潇

湘变电站，一组组特高压变压器犹如楼房耸立。

“要把 1000 千伏的电压降低为可供短距离传

输的常规电压，离不开这些几百吨的大家伙。”指着

眼前的变压器，运维工程师杨洋颇为自豪，“这是特

高压的心脏，也是我们湖南衡阳自主生产的设备。”

在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的 5G 智慧工

厂，生产流程全由智慧“大脑”精确掌控，工程师通

过 VR 设备实时监控。“特高压交直流输电、大型水

电、火电、核电主机等输变电领域的核心技术，都牢

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公司总经理种衍民说。

近些年建设的国家重大工程，只要与“输变电”

有关，就会看到“衡阳制造”的身影。我国建成投运

的特高压线路 28 条，衡变公司参与 25 条。在超高

压变压器领域，衡阳创造了 36 项世界第一、104 项

全国第一。

衡阳将新型能源及电力装备产业链作为主导

产业，明晰了“强链、补链、延链”发展路径。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出台企业“赋码”保护机制等政策，访

企公务活动一事一授权；实施“人才雁阵”计划，开

展市校企合作“博士行动”，推动产业链高水平人才

加速集聚。

截至目前，衡阳输变电产业上中下游共有规模

企业近 50 家，2021 年实现产值达 260 亿元。以衡

阳为核心的湖南省输变电产业集群，在国内居于领

先地位。

十年间，衡阳输变电产业的崛起，也是湖南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的缩影。“十三五”期间，湖南

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速 9.9%。2021 年，湖南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 1 万家大关，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 26 家，一批千亿企业、世界级装备制造

企业、行业骨干企业迅速成长。

创新求变 产业崛起
本报记者 孙 超

烈日下，游客顺着高差近 40 米的亲水滑道直

冲而下，欢呼声起，水花飞扬……位于长沙大王山

片区的湘江欢乐城，成为火热夏天里人们的最爱。

“为了防控疫情，保证游玩体验，必须限流。”湘

江集团华年文旅公司董事长周颖说。

“十年前这里可没几个人愿来。”在附近的坪塘

街道住了将近 50 年，居民谢媛深有体会。

因为石灰岩资源丰富，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大

王山片区集聚了数十家建材、化工企业。2009 年

起，企业陆续关停并转。遗留下的尾矿渣和一个长

440 米、宽 350 米、深 100 米的巨型矿坑，对湘江生

态环境及长沙城区居民用水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2014 年，长沙市推动大王山片区改造。“通过

绿色修复，结合山水洲自然特色，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得。”湘

江集团湘新投公司副总经理廖文斌说。

崖壁加固，矿坑四周陡峭的石崖有了搭建建筑

物的基础；缓坡平台种植水杉、刚竹，覆上吉祥草、

鸢尾、薜荔等，形成错落有致的立体生态；矿坑底部

改善土壤结构、调节土壤酸碱度，搭建生态浮岛形

成水生态循环；矿坑周边经过综合治理，变身为周

边居民日常休闲的公园。

大王山片区的嬗变，是湖南加快构建和谐长

江、优美长江的一个缩影。2019 年到 2020 年，湖南

省制定“一矿一策”实施方案，全面完成长江干流及

湘江两岸 10 公里范围内 545 座废弃露天矿山、1911
公顷修复任务。

清水入湘、清水出湘，一道美丽的“清水长廊”

已在长江干流湖南段和湘江两岸形成。今年上半

年，湖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97.4%。

生态修复 激活文旅
本报记者 申智林

图①：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

护区百鸟翔集。

郭雨滴摄（人民视觉）

图②：中国出口墨西哥的轻轨列车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下线。

中车株机供图

图③：道县原地正禾农场水稻种

植基地早稻喜获丰收。

蒋克青摄（人民视觉）

图④：花 垣 县 双 龙 镇 十 八 洞 村

新貌。 陈 昊摄（人民视觉）

洞庭湖畔，不种小麦、很

少吃面的南县，走出了国内

面条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

雪峰山下，新化县人将打印

店开到了大江南北，并在打

印 设 备 领 域 闯 出 一 片 新 天

地；长沙老街，一只鸭子被做

到 300 亿 元 市 值 ，行 销 全 国

各地……

三一集团挖掘机销量占

据 全 球 挖 掘 机 市 场 15% 份

额，助力湖南形成世界级的

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中联重

科先后主导、参与制修订 17
项 国 际 标 准 、400 多 项 国 家

和行业标准，站上全球技术

制高点；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创造了中国轨道交

通装备领域的诸多纪录，入

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

设名单……

十年前，湖南绝对贫困

人 口 还 占 13% 。 经 济 总 量

小，人均财政支出全国倒数；

生态差，湘江全流域水质三

类及以下；科创弱，无大厂、

无大所，也无大实验室。

而今日湖南，已成为中

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的 重 要 增 长

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经济总量超过 4 万亿元；国

家 重 要 先 进 制 造 业 高 地 建

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创新高地建设、内陆地区改

革开放高地建设全面铺开；68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692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1 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今昔巨变，离不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扎硬

寨、打硬仗”的意志品质，靠的是湖湘文化“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最

根本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

学指引。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站上新起

点，踏上新征程，腰板硬起来的湖南要承担更大使

命：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着力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

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

跌宕反复，前进道路上有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风险挑战。

眺望前行路，湖湘儿女壮志在胸、豪情满怀，将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奋力再

绘“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壮美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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