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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澧县，古为澧州。这里有年代久远、保
存完整、内涵丰富的古城遗址，有养育华夏先民
古老的稻田，有人类最早最完整的祭坛……6000
多年前，先祖们在此辛勤劳作，创造了灿烂的历
史文化。今天的澧州儿女，传承先民勤劳、勇
敢、智慧的血脉，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

2010 年，城头山古城遗址被制作成大型模型
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向世人展示了澧县的深邃
与神奇；2016 年，澧县举行世界稻作文明论坛，
见证了袁隆平院士在此试种的超级稻，亩产达到
了 1000 公斤，受到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
高度赞扬。

时代前进的浪潮奔腾不息，改革发展的车轮
不断向前。澧县紧跟长江开放经济带建设步伐，
融入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建设，推进津澧融城上升
为国家战略，加速澧县实现“洞庭第五极、澧水
中心城”的目标。

园区攻坚：
从“相加”到“相融”

澧县与长江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有国道207
线与二广高速直达荆州。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使澧
县自然地融入到了长江经济带，成为湘西北对接长
江经济带的门户。按照国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
划，要把澧县建成洞庭湖滨除岳阳、常德、益阳和湖
北荆州之外的第五个区域增长极，即澧县将融入

“洞庭第五极”，这凸显了澧县“下”长江，“入”洞庭，
尽显“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迈气概。

“下”长江，“入”洞庭的磅礴态势凭借什么
来支撑？——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
的载体是产业园区。

位于澧南工业园的新鹏陶瓷，原本是一家规
模不大的本土民营企业，产品只能面向农村市
场。近几年，企业大胆走出去，与总部位于广东
佛山的全国陶瓷行业领军企业东鹏陶瓷强强联
手，控股重组为新鹏陶瓷，生产仿古瓷砖。2017
年，新鹏陶瓷三期新增1条仿古砖生产线已完工试
生产，成为澧县支柱产业的一员。

坐落在秀丽的澧水河畔的康哲 （湖南） 制药
有限公司，是康哲药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主要生产口服溶液剂、散剂、小容量注射
剂、固体制剂和中药提取等，经过近 20 年的经
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各项经济指标均跻身于
全省前列，成为澧县经开区纳税大户。

如今，以重庆啤酒为龙头的食品加工，以康
哲制药、平安医械为龙头的医药医械，以新鹏陶
瓷、荣友建材为龙头的建材家居，以萌恒辅料、
诺雅蚕丝为龙头的服装纺织四大支柱产业使产业
园区繁茂枝叶。2017年 1至 10月，澧县 50家园区
规模企业的产值、增加值、税收三量齐增。

产城融合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津澧融
城”。津澧融城建设时间为2014年到2020年，拟用
7年时间对津市、澧县在城区规划、交通建设、产
业发展、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一体化
建设，重点推进津市与澧县之间的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建成 60 万人口规模的澧水中下游中心城
市、常德副中心城市。

2017年12月，澧县投资10亿元的河湖水网连
通工程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这项工程将实现
河湖贯通，使城区黑臭水体全部得到改造，为加
快建设澧水中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把澧县建成澧水流域的中心城市，这是澧县
第十二次党代会审时度势提出的发展目标。为了
这一目标，2017 年城市防洪圈、沿江风光带、路
网提质改造、自来水厂及管网改造、污水处理厂
及管网、骨干路网等重大项目全面推进，城市环
境改善后，最明显的变化是“筑好巢引凤来”，
2017年签约5000万以上项目14个。

改环境还要强基础，当前的澧县没有高铁，
没有机场，国道也只有一条，城区仅有一个等级
不高的港口，一到枯水季节通航就比较困难。这
些成了投资兴业的“拦路虎”，为了消灭这些“拦
路虎”，澧县 2017 年开始步入区域交通大跨越期，

全力开启高铁新时代、畅通公路大网络、复兴水
运大通道、打造立体大格局、实现智慧交通大管
控，交通基础支撑更加有力，让县域发展区位条
件根本改观。

产城融合，以产立城、依城兴产，澧县县城
已茁壮成长为一颗镶嵌在澧水河畔的璀璨明珠。

绿色兴农：
富了乡亲美了乡村

谈及澧县的绿色产业，先得从葡萄说起。
欧亚葡萄在澧县的避雨栽培成功，让澧县赢

得“江南吐鲁番”的美誉，成为当地农民脱贫增
收的支柱产业之一，全县 3.5万亩葡萄可创收 5亿
元以上。葡萄成熟季节，一片片成串的葡萄如珍
珠般镶嵌在澧阳平原。

虽然已过葡萄采摘季节，但走进澧县城头山
镇，一望无际的智能化葡萄大棚场景和“庄园”
式的葡萄酒堡景观还是让人心生震撼；而投资
5300万元的“年产1万吨葡萄酒”项目的火热建设
场面，更是成为澧县工业园区的又一道亮色。

澧县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引种葡萄，经过 20
多年发展，目前已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产业水
平，2011 年，澧县葡萄正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目前，澧县葡萄生产总面积近3万亩，其
中挂果面积 2.7 万亩，鲜食葡萄 2.2 万亩，酿酒刺
葡萄 0.5 万亩。鲜食葡萄总产 3.7 万吨，鲜食葡萄
总产值达到 2.66 亿元。澧县葡萄以果形优美、色
泽鲜艳、果味香甜等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产品主要销往湖北、广东等 10多个省市。葡萄产
业主要分布在澧阳、城头山等15个镇，涉及65个
村4700多个农户。

在生产实践中，澧县积极开展无公害产地认
定、无公害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研
究。目前已有 11个葡萄鲜果产品通过国家绿色食
品认证，15 个品种通过无公害产品认证；与湖南

农大共同完成了刺葡萄酒系列产品研发项目，这
一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有效解决了我
国葡萄酒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丰富了葡萄酒的花
色。在经营模式上，澧县葡萄产业逐步摆脱了小
农户抗衡大市场的局限，建立了以神州葡萄酒
业、涔源绿色公司为龙头，以农康、涔源、黄河
葡萄专业合作社为基点，以葡萄协会为纽带的网
络体系。葡萄生产管理实行统一技术、统一管
理、统一物资供应、统一销售、分户经营的四统
一分模式，采取网上宣传、订单签约、驻外定点
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搞活经营流通，解决了
葡萄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为加速产业配套，进一步提升葡萄产业的附
加值，澧县还新建了全国规模最大、有 1800 多个
种质材料的葡萄种质资源圃，年产 3000 吨的葡萄
酒厂，库容200立方米的预冷库2座。特别是投资

500 多万元、占地 318 亩的城头山葡萄休闲农庄，
建有小型酒堡和休闲场所，实现了葡萄栽培与旅
游观光的有机结合，已成为常德市高品位的农业
生态旅游基地之一。

澧县绿色兴农还包括生态旅游。城头山镇的
旅游基础较好，该镇的国家4A级景区城头山遗址
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享誉海内外。

“我希望，以后人们来到城头山镇，发现这里
天蓝水绿，稻田里绿浪翻滚，能看、能吃、能
玩，到处一派祥和景象。”城头山镇党委书记张鼎
这样描述着他对城头山镇的憧憬。目前，城头山
风情小镇已经完工，该镇沿街店铺、居民楼等统
一为徽派风格建筑，城头山的发展，让周边村民
吃上了“旅游饭”，富了乡亲美了乡村。

绿色产业成为发展中的“香饽饽”，“非绿色
产业”也被倒逼成功转型。曾引以为豪的5万多亩
珍珠养殖，因为对水体有污染，澧县县委、县政
府对珍珠养殖举起了红牌，短短几年时间，珍珠
养殖彻底退出了澧县。取而代之的是对水体无污
染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活蹦乱跳的对虾成为澧县
生态农业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澧县成功实现“海虾淡养”的“南美白对
虾”，成了市场“香饽饽”和农民“致富明星”，
每亩年净收益均超万元。这些农产品坚持标准化

生产，品质过硬，大多还没运出园区，就被各路
客商“一扫而光”，“没货了”常常成了种养大户

“幸福的烦恼”。
山上采茶忙，丘陵瓜果香，平原葡萄甜，河

湖鱼虾欢，这是澧县“立体农业”留给笔者的印
象。近年来，澧县依托山地、丘陵、平原、河
湖，因地制宜构建“立体农业”4大板块，着实鼓
起了农民的腰包。

澧县农业发展在“优质、特色”上做文章，
在“规模化、标准化”上下气力，形成了茶、果、虾、
菜等40多个较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
与粮、棉、油、猪等传统优势农业齐头并进。

产业兴则民富，澧县大力实施“产业兴县”
战略，园区攻坚、城镇带动、交通建设、旅游升
温、民生提质“五大会战”正如火如荼，最终实
现产业兴县、产业富民。

““下下””长江长江 ““入入””洞庭洞庭

古澧州融入古澧州融入““洞庭第五极洞庭第五极””

湖南衡南县是我国油茶传统种
植区，该县出产的山茶油色泽透
亮、味道醇香，是远近闻名的衡南

“土特产”。
2017 年，衡南县把油茶产业定

为全县农村特色支柱产业和产业扶
贫重点发展项目，先后出台7个专门
文件，从规划、资金、融资、土地
流转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在税
收、贷款贴息等方面给予更大优
惠，全力打造“千家油茶庄园和高
端特色油茶基地，把荒山变成油茶
山、“金银山”。

在政策鼓舞下，本地村民纷纷
在自家山地种上油茶，社会资本也
不断进入该县流转林地新造油茶。
特别是在县乡两级政府和林业部门
支持下，贫困村、贫困户纷纷借助
扶贫项目资金、贷款资金建设“油
茶庄园”。仅2017年春，就新造油茶
林1.2万余亩。2017年秋季以来，衡
南县各地油茶造林热度不减，截止
目前，该县已完成油茶林整地1.1万
亩，新造8000余亩。

该县云集镇向阳片区朝阳村是
省级贫困村，在县直对口帮扶单位

和林业部门支持下，该村计划把
3000 亩疏林地、灌木林地全部用来
新造油茶。目前，已完成新造 2740
亩，其中，由贫困户新造的油茶林
有480亩，由专业合作社、公司流转

林地新造的有2260亩。
衡南县日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扶贫项目贷款120万元，在该村
流转林地 1200 亩，全部造上了高产
油茶。

在湖南澧县平坦的乡村公路上，每逢
节假日和圩场赶集等重要时节，都活跃着
这样一群热心人：他们穿着反光背心，戴
着红袖标，站在村口和集镇主要路段，协
助交警疏导交通，劝导不文明行为。不管
风吹雨打，不管严寒酷暑，他们始终坚守
在乡村一线，被农村广大群众亲切称为

“路面和事佬”。
从 2016 年开始，澧县交警大队在全县

19个镇街建立了19个交通安全服务站，291
个村居劝导站，聘请了582名热爱交通管理
事业，在农村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的村
镇干部作为交通安全劝导员。经过县交警
大队严格的培训，统一配发反光背心和袖
标后，他们在全县各个村镇的道路上开始
工作，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协助交警疏导
交通拥堵。

澧县交警大队大队长任长春告诉笔
者， 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和安全知识缺
乏，超员超速、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突
出。同时，县级交通警察严重不足，难以
辐射广大农村偏远地区，对农村道路安全
管理疲于应付。通过近几年全县农村“两
站两员”建设，特别是村镇干部担任交通安
全劝导员后，不仅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
现象得到有效缓解，警民关系也拉近了，农
村群众的交通守法意识得到了显著提高。

距澧县县城 30 公里的小渡口镇，S302
省道横穿而过，人流多，车流量大。前几
年，只要一到国庆春节等重要节假日，集
镇和路口拥堵不堪，投诉和举报电话不
断。退休老干部龚德贵积极响应“两站两
员”交通安全劝导工作，每逢学生上学放
学、村镇红白喜事、发生交通事故等关键时期，他都会带领镇里的
其他22名交通劝导员上路，及时地协助交警疏导交通维护秩序。

“每次看到小车司机不按秩序通行、三轮车违法载人、摩托车不
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我都会忍不住批评几句。经常遇到不理解，甚
至辱骂的事情，但我总是对人说，车祸无情，我是为你好。”龚德贵
笑着对笔者说道。采访中，笔者看到小渡口镇的主次干道干净整
洁，道路标识牌设置醒目，交通秩序井然有序。近2年来，小渡口镇
主干道没有发生过一起拥堵，没有接到一起道路交通安全投诉。

除了开展日常交通安全劝导外，排查学校周边和农村道路安全
隐患，走进农户家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也是582名交通劝导员的重要
工作内容。任长春告诉记者：2017以来，全县交通事故发生率比去
年同期大幅下降 11.8%，没有发生一起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常德澧
县乡镇交管服务站组织机构健全，‘两站两员’队伍履职积极，隐患
排查整改相对到位，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扎实。” 在全省十九大道路
交通安保电视电话会上，湖南省交警总队蒋建湘总队长点赞。

用力、用心、用情，脱贫攻坚才能落到实处。为检验扶贫成
果，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去年11月以来，湖南邵阳市
启动驻村帮扶工作“三述三评三公开”活动，让扶贫干部与群众面
对面无障碍交流，并以群众满不满意、认不认可、答不答应来检验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据了解，“三述”是指：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对驻村
帮扶工作进行述职；驻村帮扶工作队对驻村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述
职；帮扶责任人就结对帮扶情况进行述职。“三评”是指：村党支部
书记对帮扶单位和驻村帮扶工作队述职情况逐一进行点评；贫困户
对帮扶责任人的述职面对面进行评议；村评议小组对帮扶单位和驻
村帮扶工作队的履职情况进行民主测评。“三公开”是指：测评结果当
场公布；测评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测评结果在县级有关扶贫工作
网站公开。

“三述三评三公开就是一次化繁为简的口述尝试，它不再局限于
眼花缭乱的文字、数字，述职人员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亲口告诉
扶贫村和贫困户，今年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还将怎样做。”当地一
名政府人士如是解释，他认为，面对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贫困户，
口述应该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方式虽然简单、原始，但很可
靠。”“群众的点评既是肯定，也是期盼，更是鞭策。我们将把群众评议
结果作为下阶段改进工作的着力点和推动力。”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
汀坪乡金童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颜翩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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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千家油茶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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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
扶贫用心又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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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农庄百家宴。 周献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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