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丁会云 张日平）“哇，亲爱的

‘417’找到了，它正与 60 多个白鹤兄弟姐妹、

120个天鹅兄弟姐妹们，悠闲地啄食水草呢！”

近日，天高云淡，冬阳和煦，临湘市黄盖湖湿地

保护区内，一群群观鸟客举着“长枪短炮”，

“咔嚓”声中，用镜头记录这群“远方来客”的

芳姿。著名鸟类学者周自然发现了从沈阳一

路南迁过来的“417”，忍不住惊呼。

黄盖湖为湖南省第二大湖泊，原名太平

湖。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黄盖在此湖操练水

军。赤壁之战后，孙权论功行赏，以此湖赐黄

盖，并命名为黄盖湖。厚重的文化底蕴，加上

湿地公园独有的人鸟和谐景象，黄盖湖成了游

客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临湘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春秋战国时属

楚国地域，龙窖源是瑶族先民“飘洋过海”的早

期“故乡”，宋淳化五年（公元 994 年）建王朝

县，996年更名为临湘县。临湘嗡琴戏和十三

村被列为湖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湘

是“万里茶道”的南方起点，楚文化、瑶文化、

茶文化、三国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在临湘水

乳交融，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市）、省级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示范县（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县（市）、“中华诗词之乡”、“湖南书画

之乡”……

近年来，临湘市牢固树立文旅融合发展

的理念，找准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最大公约数、

最佳连接点，着力推动文化和旅游在职能、资

源、产业、市场、公共服务、对外开放等领域全

方位、深度融合，着力增加优质文化和旅游产

品供给，提高文旅服务效能，优化文旅发展环

境，构建具有本地特色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

局，打造文旅“双千亿”产业，不断开创全市文

旅融合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横跨湘

鄂边界的龙窖山，方圆 200 平方公里，海拔

1200 多米，山势高峻，涧深洞幽，自然风光绮

丽,生态环境良好。龙窖山堆石墓群是瑶族

先民南下迁徙时留下的以石构筑物为特征的

大型古文化遗址，遗迹众多，规模宏大，有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极其少见、极其珍贵的堆

石文化遗产。该镇将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完

美结合，打造出了一条集“观光旅游、考古旅

游、寻根旅游、军事旅游、农业旅游”于一体的

文化旅游产业链，探幽溯溪、登山攀岩、竹林

穿越、生态康养等旅游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年

接待游客约30万人次。

旅游在文化的熏陶中得以丰富，文化在旅

游的认识中得到传承。临湘拥有 38.5 公里长

江黄金岸线，千万年来，母亲河长江浸润滋养

了这方美丽富饶的土地，留下了儒溪塔、江心

洲、白马矶等等灿烂的沿江历史遗迹。该市按

照最美长江岸线临湘塔段项目（EPC）工程规

划，依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大手笔投资3000万

元，建设以临湘塔为核心的滨江生态公园，让

这个万里茶道申遗节点再度熠熠生辉，这是临

湘市近年来打造长江文旅融合品牌的又一精

品力作。工程正在快速推进，将呈现给游人

“山、水、塔、洲、渡”天人合一的人文景观。

文旅融合，将传统农活也赋予了特别的魅

力。近日，位于羊楼司镇新屋村的绿野星辰山

野菜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20 多位游客正

在挥舞锄头，在合作社负责人李黎的指挥下，

十分卖力地挖红薯，整个场面热火朝天，笑声

朗朗。湖南省绿野星辰山野菜专业合作社，是

农业部授予的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创建单位，也

是省级示范合作社，是集现代农业、休闲农业、

旅游观光、文化教育实践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该合作社秉承“源于生活，归于生活，高于

生活”的文化理念，做好特色种养业和乡村旅

游的结合文章，逐步形成了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文旅融合的发展格局，打造了宜居、宜业、

宜游、宜教、宜娱于一体的山野菜观光园、休闲

采摘园、野果欣赏园、蔬菜宝宝摄影园以及中

小学生课外教育实践基地，年接待自驾游客、

教育实践学生近5万人次。

激活文旅资源 促进融合发展

为游客打造诗和远方
把脉交通顽瘴痼疾把脉交通顽瘴痼疾
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本报讯（敖 琦）为确保市民及车辆通行安

全，提升道路整体水平，连日来，临湘市市政工

程服务中心按照市交通顽瘴痼疾领导小组要

求，抢抓晴好天气，日夜施工，持续开展城区道

路维护。

该中心发扬“绣花精神”，践行“工匠精神”，

从细节入手，对城区主次干道的沥青路面、人行

道、下水道盖板等开展全面维护工作。通过对

城区拉网式排查，重点对道路破损、坑洼不平、

严重网裂等病害路面，组织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施工，调派压路机、灌缝机等设备集中

力量开展维修维护，提高道路通行质量。维护

过程中，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充分利用夜间施

工，努力将交通影响降到最低。

2020 年 11 月份以来，该中心已维护长盛

路、临湘大道、长安路350余处，其中，道路标线

45000 余平方米，维护铺设沥青路面 3100 余平

米，更换人行道拉丝板850余平米，更换维护下

水道盖板12处32块。同时，处置限高门事故1

起、交通护栏事故8起，维护更换13处、89块。

临湘水环境综合治理临湘水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有序推进

本报讯（陈 芳）近日，笔者从临湘市获悉，

临湘市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是中央环保督

察重点项目，也是省、岳阳市重点督办项目，该

项目自去年11月1日开工以来，截至目前，已施

工的7条道路于今年1月25日全部竣工通车。

在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塘坡巷片区建设现

场，工人们正在对已经回填好的混凝土水泥路

面进行切缝及养护。同时，在三湾片区，新美路

已经在陆续拆除围栏，石塘路正在进行沥青铺

设，都已进入扫尾工程。

据施工方介绍，今年是水环境治理项目的

攻坚之年，年后将计划开工 17 条道路，完成本

项目产值的50%以上。中交二航局临湘项目生

产经理徐权说：“为了确保交通的顺畅和考虑到

疫情的影响，我们年前做了充分的储备，合理地

谋划年后的施工组织设计和交通导改方案，在

做好本工程的同时，也要保证护好一方清水，守

住一片蓝天，保证临湘人民的道路畅通，保证本

工程的顺利开展。”

坦渡镇

改善改善人居环境人居环境
打造美丽乡镇打造美丽乡镇

本报讯（刘祥虎）日前，笔者从坦渡镇获悉，

近年来，该镇以“抓人居环境整治就是抓发展，

抓人居环境整治就是抓民生”为理念，全镇党员

干部带头、百姓积极参与，不断强化基础设施、

革除陋习、提升文明素养、发展美丽经济。2020

年，该镇再次获评岳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示范乡镇”。

该镇明晰整治思路，深入一线基层，根据各

村具体情况科学制定整治方案，实施“123456”

工作法，即一紧盯、两竞赛、三融合、四精品、五

带头、六强化，细化工作内容，全镇居民“一盘

棋”“一条心”，以激活环境整治工作的内生动

力，着力形成覆盖人居环境整治全流程、各环节

的制度体系。通过持续的整治工作，坦渡镇的

镇容镇貌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连续 3 年获得岳

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示范乡镇等诸多荣

誉，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 4 度，你袜子都没

穿，不冷啊？”1 月 8 日凌晨 3 时许，临湘城区

滴水成冰，看着刚刚从救护车上下来的救护

车司机吴小兵，临湘市人民医院医师李仕文

惊讶地问。吴小兵呵着热气搓着手，尴尬地

低头看了看棕色的浅口皮鞋里的光脚，感觉

冷风像刀一样刮着双脚。大约 15 分钟前，正

在值班的吴小兵因下午出车时，积雪飘进了

鞋子里，袜子有些湿润，他刚刚烤干袜子，突

然接到电话：云湖街道一家三口煤气中毒！

吴小兵来不及穿袜子，飞身上车，以最快的速

度，为患者赢得了抢救的时间。“当时心里想

的是快点抢救患者，真的不觉得冷！”吴小兵

呵呵笑着。

“我不冷！”临湘市人民医院的病房暖融

融的，但药库却没有一丝暖气。在药品库房工

作了 21 年的药剂师丁会芳，早已习惯了冬天

不开空调，哪怕是 2008 年冰灾那样的极端天

气。丁会芳总是说她不怕冷：“作为专业的药

剂师，大部分药品都只适宜阴凉干燥的环境存

放，库房内开空调的话，我怕影响到药效。”不

怕冷的丁会芳，耳朵上、手上每年都会生冻疮。

“五点半左右开始下雪，我是第一个看到

这场雪的临湘人。”说起 2021 年的第一场雪，

临湘市人民医院预检分诊入口帐篷里的值守

人员刘伯儒有几分自豪。为做好院内防控第

一关，门诊楼前的预检分诊帐篷里安排人员

24小时轮值，寒风掀开帐篷的四个角落，整个

帐篷被吹得摇摇晃晃，刘伯儒打了一个冷战，

认真查看来往人员的健康码、询问流调史、督

促戴口罩、测量体温。“我不怕冷，做好防控值

守，守好这一关太重要了！”

（王 愿）

本报讯（胡登望）年末岁初，暖阳迎面。

1月19日，临湘市林业局驻村扶贫工作负责

人周良很早就起床了，在坦渡镇坦渡村贫困

户李普林家的牛棚里忙前忙后，张罗着宰牛

卖肉的事情。李普林脸上堆满了笑容：“今

年有3头牛出栏，纯收益20000元以上。”

坦渡村是临湘最北边的一个村庄，总人

口4200人，980户，38个村民小组，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53户142人，一组村民李普林就

是其中的一户，他因车祸致残而陷入贫困。

驻村第二天，周良就来到他家了解情况，得

知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花尽了家中所有积

蓄，还欠下了 3 万多元的外债，前途十分迷

茫。为了让李普林早日在思想上脱贫，周良

与乡村干部多次上门进行沟通，经过量身定

制和精心规划，让左脚重残、不能负重的他，

渐渐对养殖业产生了兴趣。

2017年一个雷雨的夏夜，李普林喂养的

母牛难产，周良边给畜牧中心技术员打电话

请求技术支持，边赶往李普林家。原来，李

普林因好奇且不懂母牛分娩技术，叫了好多

人围在牛棚里，吓得母牛紧张不安。幸好周

良及时赶到，将人群劝散并不断给牛喂草，

不一会儿，胎囊裹着的小牛犊应声而落，李

普林从此开启了自己的“牛”生活。后来，通

过多次参加扶贫工作队组织的专业养殖技

能培训和自身的持续不断地学习，他家的黄

牛从3头发展到现在的10头。

牛养好了，销路又成了问题。为解决销

路，周良与村支两委集中商量，决定实行“多轮

驱动、多点发力”计划销售模式，呼吁在外返回

乡贤爱心购、林业局职工自愿购和网上拼团

购，有效解决了牛肉销路问题。目前，李普林

家每年至少有3头牛出栏，纯收益达20000元

以上，还带动5户贫困家庭发展养牛。

霜染秋枫叶正红。近几年，周良通过深

入群众心中，掌握群众需求，挖掘群众潜能，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积极发挥以点带面和示

范引领作用。据统计，该村发展生猪养殖的

贫困户有 50 户，养殖数量 480 头；发展蛋鸡

鸭鹅养殖的贫困户有 40 户，养殖数量 4300

羽；发展黄牛养殖的贫困户有 6 户，养殖数

量50头，发展稻虾养殖的贫困户有10户，养

殖面积178亩。目前，该村所有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

本报讯（沈 明 向小芳）“把家乡的优

质农产品带出去，把农业产业做起来。”这

是詹桥镇“新货郎”李志辉的梦想。近年

来，他从贫困户和农户手中收购优质农副

产品，在村里办起了扶贫车间，带着老乡闯

出一条脱贫致富之路。

李志辉今年45岁，1998年退伍后在外

打拼多年的他，意识到家乡的农产品有很

大的市场潜力。2009年，便毅然回到老家

做农产品加工销售，鼓励老乡们在山地上

种红薯、绿豆、黄豆等农副产品。“当时老

百姓不愿意去做，他们觉得没有销路，我就

和他们签订协议，收购所有的农产品，让他

们放下心来大胆种植。”无论刮风下雨，李

志辉每周都会去贫困户和农户家中收购优

质农副产品。

经过 10 多年发展，现在李志辉每年

直接从贫困户和农户手中收购的农副产

品已经超过了 50 万元。为了让老乡们收

入更稳定，也为了让农产品的质量更有

保 障 ，他 投 资 200 万 元 ，办 起 了 扶 贫 车

间，把村里的手艺师傅请到加工厂，把建

档立卡贫困户安排进车间。詹桥镇泰和

社区贫困户李成亮说：“在这里工作比在

外面要好多了，离家很近，家里老人小孩

都可以照顾到，一个月收入也有五六千

块钱。”

为了扩展视野，打开销路，李志辉还前

往上海，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个大舞

台上取经学习。回来后李志辉在心里定下

了目标，那就是一定要带着老家的特产绿

豆粉皮，去上海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他说：“做好家乡的产业，把老家

绿色健康、原生态的农副产品带出去，让老

乡们一起富裕起来，这是我们的梦想，也是

我今后奋斗的目标。”

贫困户开启“牛”生活

“新货郎”成为致富好榜样

长江村

告别告别““小金库小金库””
再塑再塑““聚宝盆聚宝盆””

本报讯（何 斌 敖 琦）往年，一进入冬

季，便是江南镇长江村江心洲万亩芦苇收割

的季节。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

江，勉励大家“共抓大保护，守护好一江碧

水”。长江村积极响应号召，全面退出江心

洲上的生产经营活动，告别“小金库”江心

洲。两年过去，乡村旅游经济给当地注入了

新活力，长江村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

向前。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长江村位于

长江南岸，过去靠着江心洲上万亩芦苇资源，

村里集体经济每年营收200万元左右，既壮大

了集体经济，村民也得到了实惠，每家每户都

能分得数千元的分红，村民们美滋滋地称江

心洲为长江里的“小金库”。2018 年，一道指

令下发：全面禁止江心洲上的生产经营活动，

全力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永葆

母亲河生机和活力。

长江村村民孙本才回忆：“那年通知一下

来，我们都不敢相信，芦苇不割那不是浪费

吗？这个好财路没有了，原来的投入怎么

办？大伙真的不理解。”针对村民们的疑

惑，镇、村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保护一江碧水，造福千秋万代。大家明晓了

事理，心平气和了。可是怎样找到新的经济

增长点呢？长江村党支部书记陈博认为：

“我们这里每年的油菜花海、十里荷花带，都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过来观光旅游。于是

我们决定，用发展乡村旅游的新方法，每年

组织几次大型的活动，帮助村民们增产增

收。”

堤内损失堤外补。长江村村支两委班子

带领村民大力种植油菜、莲藕与绿色蔬菜，精

心策划组织油菜花节、荷花节和长江沿线游，

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开办农家乐餐饮，田间地

头销售绿色蔬菜、优质菜油、蜂蜜、香辣萝卜

丝等土特产品，人气越来越旺，收入也明显增

加。村民赵建元算了下账：“我们家的农家乐

餐饮、农副产品销售，一年下来纯收入可增加

2万多元！”

如今，依托芦苇坐地分红的场景已成为

过去。挥手告别“小金库”，长江村乘借乡村

振兴春风，充分发挥本土特色与优势，致力打

造旅游产品品牌，再塑“聚宝盆”，不断拓宽人

民群众增收渠道，让乡村旅游经济的道路越

走越宽广。

临湘市中医医院

情系患者情系患者 温暖送温暖送病房病房
本报讯（张 辉）“鲁奶奶，祝您生日快乐，早

日康复！”1月19日，临湘市中医医院骨Ⅰ科的2

号病房里传来了欢快的歌声。坐在病床上的鲁

奶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原来是医护人员

和病人家属一起为老人庆祝78岁生日。

鲁奶奶1月6日因摔倒入院，诊断为右股骨

颈骨折，入院后，患者丈夫、儿子对疾病诊断均

持怀疑态度，内心难以接受，一度想转院治疗，

并且拒绝输液治疗。经过骨Ⅰ科廖劲松主任团

队耐心的解释和疏导，于 1 月 17 日顺利完成右

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为了增强老人术

后康复治疗的信心，积极面对治疗，该院全科医

护人员“秘密”筹划了这次祝寿活动。

近年来，临湘市中医医院倡导医学治疗与

人文关怀并重，一直以优质的服务给予患者力

量与希望，为患者过生日就是该院优质医疗服

务“温暖病房”举措中的一项。医护人员的工作

并不是单单为患者做好疾病的相关治疗，更体

现在主动服务、全心服务、亲情服务上，让每一

位患者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积极面对治疗，早

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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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雪景。 李国武 摄

“我不冷！”
——临湘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冬日坚守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