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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

农旅融合兴产业农旅融合兴产业 经济发展绘美景经济发展绘美景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图

党建引领
建设美丽宜居村庄

如今的茶亭镇虽是颇负盛
名的乡村振兴建设样板，过去
却因经济条件较差、基础设施
落后在省内排名落后，鲜见投
资者、游客的身影。

“十四五”以来，茶亭镇党
委、镇政府依靠党建引领，大力
推进提质连片建设，逐步打造
形成“五彩茶亭、芳香小镇”的
乡村名片。2021年，茶亭镇25
个美丽宜居村庄一次性通过验
收，实现全市最大美丽宜居村
庄集中连片，并获“长沙市美丽
宜居村庄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一跃而成乡村振兴“优等
生”，茶亭镇的经验模式和创新
范例受到湖南省各地市政府部
门的广泛关注。全省乡村振兴
局长培训班、全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专题研讨班陆续在茶
亭镇开展现场教学。

谈到茶亭镇发展的核心思
想与主要举措时，茶亭镇党委
书记郑文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茶亭镇全面推行“党建引
领、五五建管”基层治理模式，
围绕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重
点实施“书记工程”，进一步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总支书
记“领头雁”作用。

何谓“五五建管”模式？郑
文艺解释，“五五建管”模式即
抓好关键队伍，以“五包”引领
共治共管；坚持群众主体，以

“五自”推动共商共建；聚焦产
业升级，以“五增”构筑链态布
局；汇聚党群合力，以“五惜”涵
养乡风文明；突出文化浸润，以

“五同”实现共创共享。
一系列举措保障下，茶亭

镇顺利完成窑冲湾路、易桥坝
路、洞庭坡路、水库路等道路提
质、祥凤桥拓宽工程；苏蓼垸防
汛抗旱指挥所项目按期竣工验
收，为8月份地区抗旱工作夯
实基础；早稻播种面积达到3.4
万亩，实现优质稻率100%，高
档优质稻率达65%。

“要压实党员责任、发挥党
员作用，构建‘红色微网格’。”
郑文艺介绍经验时说，全镇现
已建立起148个微网格，党员
主动认领疫情防控、环境维护、
移风易俗、民事调解等服务岗
位846个、示范区1080处、村
居民8002户，真正实现多元共
建、有效共治、社会共享。

党建引领下的茶亭镇乡村
建设受到长沙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今年7月，长沙市委
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敏到
茶亭镇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时指
出，茶亭镇要以系统思维抓产
业，明确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基础，是农民富裕的来源；要
继续以人民幸福强治理，坚持
以人民幸福为目标，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持续建好美丽宜
居村庄，完善基层治理，优化公
共服务，弘扬乡风文明。

完善配套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休闲时来茶亭镇，白天可
畅游花海、夜间可栖息农宿，渴
了山泉水煮茶、饿了农田里摘
菜，既可水库边赏景，亦可古塔
下纳凉。

几位在茶亭镇租房度假的
游客感慨，虽然没有高科技加
持的机械娱乐设施和紧张刺激
的户外探险项目，但凭借良好
的生态环境、精致的文化景观、
特有的农产品和成片的“水美

湘村”，茶亭镇依然不失为“引
得来人、留得住人”的好地方。

“其实，茶亭镇还具备‘旺
得起人’的特点！”一些参与农
旅创业就业的80、90后年轻人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镇里不但有良好的政策
帮扶机制，党员干部更是像家
人，走访调研、出谋划策那是
常态。”湖南立乡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路是一位
娶了长沙媳妇的成都小伙儿，
他在湖南创业的首选地就是
茶亭镇。

接受采访时，张路操着一
口带有“长沙味”的普通话说：

“我们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
下，于去年启动了‘五彩庭院’农
旅项目。该项目由村集体资金
入股，用于本地废旧庭院的租赁
和改造，再由本地人经营，打造
独具风情的民宿、农家小院，不
断做强茶亭镇村级集体经济，为
当地人文风光增姿添彩。”

“五彩庭院”项目之所以受
茶亭镇党委、镇政府的关注，主
要是因为该项目在盘活闲置农
房、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
显著提升了村镇接待游客、服
务游客的能力。一座座小院重
焕生机，为茶亭镇创建AAA级
景区提供了基本硬件保障。

游客的吃、住问题解决后，
行成为了茶亭镇党委、镇政府
关注的重点。“我们打造了全新
观光路线，缓解旅游旺季线路
单一、交通拥堵等压力；沿线统
一新建标识标牌和景观路灯，
完善导览系统，提供便捷服务，
对前往茶亭镇核心景区惜字塔
的道路和沿线景观步道进行修
缮，方便游客自主游玩。”冯俊
凯介绍说。

被多次提及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惜字塔有着百年历

史，它的特别之处是一颗参天
大树纵向贯穿古塔，并与之融
为一体。枝叶盛开于塔顶、树
干藏匿于塔身、树茎蔓延于塔
底……

“平时一有空，我就会带客
人到这里来观塔品茗。”本地
90后创业者谭葑姣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外地人都来看惜
字塔，但本地人更爱这座穿塔
而过的大树，它代表了我们茶
亭人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谭葑姣在农田边开了一间
小茶舍，取名为“某谭小院”。
茶叶是自己挑的、茶器是自己烧
的、茶室是自己设计的，谭葑姣
不无骄傲地介绍，平时经常组织
客人在茶舍、山林、水边、农田附
近煮茶观景，有时候也会打开手
机镜头，为粉丝介绍茶亭美景、
美食。现在，谭葑姣的抖音粉丝
有10多万人，成为了当地小有
名气的“土著网红”。

动员群众
共建美丽宜居家园

乡土风光无限美，农旅经
济正当红。依托区位、环境、人
文等优势条件，茶亭镇人民靠
着奋斗不息的创业创新精神，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

其中，仅3月举办的望城
区“彩！茶亭”系列活动暨第二
届“花海文化艺术节”就累计吸
引游客12万人次，农产品销售
额达20万元，农家乐等餐饮营
收近60万元。

说起茶亭镇农旅融合发
展，不得不提起一位产业领头
人。他就是茶亭镇谭家园村党
总支书记、村主任谭顶。

80年代出生于谭家园村
的谭顶曾在德国有一份不错的

工作。一次回国探亲后，他被
家乡的发展深深感染，并暗暗
立誓“一定要回来参与家乡建
设”。不久后，谭顶就打包行
李、购买了回国返乡的机票。

由于思想观念新颖、作风
务实肯干，谭顶很快被村民推
选为村一把手。上任后，谭顶
把在德国工作生活时的经验与
谭家园村发展建设进行融合。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的基
本是结合自身特点搞经济，不
能别人做什么赚钱了，我们就
做什么，一定要走出一条属于
自己的路。”谭顶观察到，近年
来，镇党委、镇政府牵头在花海
核心片区周边大面积种植了紫
薇、绣球、杜鹃、长春花、五色
梅、百子莲、月季等花卉，这样
的环境非常适合发展蜂蜜产
业。他在和村民商量后，便立
即着手建设场地，引入蜂群。

为了打造谭家园村独特的
蜂蜜产业IP，谭顶等人在村十
字路口修建了一处蜜蜂广场。

“过往的游客就能对当地特产
一目了然了。”他笑呵呵说道。

对比德国的乡村建设，谭
顶认为茶亭镇有不输于人的美
丽乡村风光和特色生态农产
品。“这都是吸引人们过来消费
的重要因素，但还有一点，茶亭
镇的闻名与文明有着密切关
联。”谭顶说，“当地群众做事主
动积极、对人热情友好，很多游
客来了后都说茶亭镇的美好不
仅在风景，还在人。”

谭家园村群众的风采是茶
亭镇发展的一道缩影，正如冯
俊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搞
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政府不能
大包大揽，要发现人才、动员群
众。只有大家自觉投入了，思
想才会进步，工作才好开展，家
园才能变得更美丽。”

游客从湖南长沙火车站出发，驱车一小

时即进入一条蜿蜒起伏的道路，路两旁精

心修饰的庭院和各具特色绿植让人赏心

悦目。“出市区了吗？”“还有多久到村

镇？”车上乘客问道。

“早已进入茶亭镇。”回话的是湖

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冯俊凯，他指着不远处说，

“那边就是备受游客欢迎的打卡热门

地‘茶亭花海’和清代文物惜字塔。

每到春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包裹着

山间一座独塔，景色可谓一绝。”

山村毓秀田园美，满眼翠绿惹人

醉。漫步乡间小路，茶亭镇的美景刷新

了人们对乡村的认识。一位来自浙江

省的游客感慨地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若

不是身在连绵成片的绿色田野，真以为自

己来到了一座花园别墅区。

▲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某谭小院”经营者谭葑姣（右）正在录制介绍人文景观的视频。
◀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清代文物惜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