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湖 碧 水 、十 里 荷 塘 、千 亩 果
林 …… 华 容 县 东山镇仙鹅寺村，近年
来依托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发展特色
生态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理念
成为现实。

但在两年前，这里的山是穷山，水
不生财，果不成林，莲不成片，未脱贫人
口达百人以上，是全县的扶贫重点村。

“仙鹅寺发展全域‘乡村旅游+农业产
业’，是自然条件‘逼’出来的。”该村党总
支书记易松林介绍，该村是典型的“八山
一水一分田”地貌，人均耕地不足1亩，部
分村民小组人均耕地甚至不到5分，依靠
传统农业带领群众致富不现实；而该村
东山水库、仙鹅寺、龙口瀑布等丰富的山
水人文资源虽有口皆碑，但景是单一
景，客是零散客，未能产生经济效益。

怎样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该
村切实把握“精准扶贫”要义，确定了以
山水人文资源为依托，配套发展湘莲、

板栗、皱皮柑和黄金茶等特色农业产
业，打造仙鹅寺村全域乡村旅游品牌的
发展思路。

起初，受传统观念限制，加之担心
特色农产品销路，大部分村民对发展特
色农业并不看好。为起到引领示范作
用，2017年，易松林带头流转东山水库前
的 20 多亩低洼地，试种湘莲并取得成
功。如今，湘莲种植成了该村的“美丽经
济”，覆盖面达1200亩，其中东山水库前
集中种植的400多亩湘莲，正值盛花观赏
和莲蓬成熟期，吸引了周边县内外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游玩。“而且我们是莲虾套
养，卖完龙虾接着卖湘莲，每亩湘莲可采
摘300-400斤，纯收入2000元以上，加上
龙虾收入，现在每亩可增收4000多元，比
种稻谷强多了。”易松林笑着介绍。

产业要做强，群众要致富，“上山入
林”是该村作出的另一必然选择。

“我们一手抓特色农业产业布局，
全村皱皮柑种植基地达 500 多亩；1000
多亩板栗林经过除杂、施肥和补栽，年

产值达50万元；完成东山茶场改造，种
植‘黄金茶’450 亩；一手抓基础设施硬
件提质，改造入村入组公路15公里、新
增变压器5台、改造电路5公里，实现自
来水供应全覆盖……”伴着荷香，易松
林就近三年的扶贫成绩单向我们娓娓
道来。如今，摘皱皮柑、捡板栗、采黄金
茶已成为该村乡村旅游的三大热门项
目，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山，俨然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据统计，节假日
来仙鹅寺村休闲旅游的游客每年达到
10万人次以上，高峰期每天将近8000人
次，东山水库周边的农家乐从最开始 1
家发展到现在的15家。”东山镇分管扶
贫工作负责人朱思杰介绍，旅游脱贫与
农业产业脱贫协调发展，一方面带动土
地流转，实现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一
方面活跃经济，为闲置劳动力提供了更
多就业岗位。

70 多岁的贫困户易领权无劳动能
力，便将家里的5亩田全部流转，每年能
拿到1500多元的租金；贫困户易枝梅与

瘫痪在床的儿子相依为命，现在她在家
门口的农家乐里找到了工作，每月有
1500多元的稳定收入；常年在外务工的
贫困户赵胜国看到家乡的变化，计划回
乡开一家农家乐，现已选好了地址；贫
困户易尧桂成了一名护林员，每年多了
2200元工资……

为进一步丰富产业结构，仙鹅寺村
还规划了1000亩油菜基地，游客在游览
仙鹅寺、东山水库、龙口瀑布等景点同
时，可春赏百花采茶，初夏采桃捕虾，盛
夏观荷采莲，到了秋冬季节，摘柑橘、捡
板栗也是一大乐事，可谓一年四季都有
卖点。

在脱贫攻坚战中，仙鹅寺村盘活生
态资源，给出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
宜游则游”的精彩答卷，走出一条多产
业结构绿色可持续脱贫路。 （蔡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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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奖学金晨光奖学金””首发首发
华容华容2020名学子受奖名学子受奖

本报讯（吴巍伟）8月12日，由华容乡友、湖南师范大
学原党委书记徐晨光教授发起成立的“晨光奖学金”在
华容县举行首次颁奖，20名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每人领到
了2000元现金奖励。

徐晨光教授向笔者介绍，“晨光奖学金”自2019年起
一年颁发一次，每次面向原集成乡移民子弟奖励20名。
该奖学金的设立，缘于自己的家乡情结和教育情结，一
为回报桑梓报答家乡养育之恩，二为自己从事了半辈子
的教育事业的一种延续。徐教授说，“家乡人民重视教
育、重视人才培养，希望‘晨光奖学金’的设立，能起到一
些积极作用。”优秀学生代表黎思成说，家乡集成乡已经
整体移民21年，21年来，始终有徐晨光教授这样的乡贤
在关心着大家，她一定会牢记这份激励和感动，不断提
升自己，争取将来用实际行动去回馈和感恩。

标准化种植成就
一蔸“富民菜”

华容县地处长江中下
游洞庭湖冲积平原，土地肥
沃，光照充足，适宜种植芥菜。
相传在魏晋时期，华容便已广种芥
菜。如今，芥菜更成了数十万华容农民
的“致富菜”。

华容广种芥菜，又以三封寺镇为盛。
8月7日，笔者走进该镇泰和村芥菜标准
化种植示范基地，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待采
摘的时令蔬菜。种植大户蔡先其告诉笔
者，他和另外3位村民共同成立泰安芥菜
专业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870亩，带动
周边80多户农户加入，冬春种芥菜，夏秋
种其他蔬菜，全部实行订单式生产。

“芥菜亩产可达 5000 公斤，订单保
底收购价约每公斤 0.6 元，平均每亩产
值达3000元。”三封寺镇农技中心主任
刘迪红介绍，镇里一方面利用本地产业
优势扩大芥菜标准化种植，另一方面由
农技特派员指导农户，将优质稻、时令
蔬菜等作物与芥菜轮作，高效利用土
地，增加农户收入。

目前，三封寺镇芥菜种植面积已发
展到1万亩，其中标准化种植高标准示

范 基 地 2000
亩；发展专业合

作社10家。去年，
有 4 家省及岳阳市级

龙头企业找上门来，与镇
里签订芥菜保底收购协议，实行“基地+
企业+农户”订单式生产销售。

集群化发展打造百亿产业园

由于三封寺镇具有交通便利、生态
良好、毗邻芥菜产业园等得天独厚的优
势，华容县选定三封寺镇作为芥菜特色
小镇进行建设，着力打造芥菜产业集群

“火车头”。笔者来到设在三封寺镇的
华容工业集中区三封工业园华容芥菜
产业园，看到一排排标准化厂房、一个
个集中腌制池已完成主体建设。据介
绍，芥菜产业园规划面积1000亩，一期
用地528亩，投资10.8亿元，计划今年10
月竣工投产，可容纳企业 20 家，力争 3
年内年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大关。

三封寺镇党委书记张哲君介绍，为
了统一市场准入，提升品牌竞争力，全
县所有芥菜加工产品通过“国标”质量

检测后，即可使用“华容芥菜”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除了生产传统酸菜系列产品，三封
寺镇芥菜加工企业也在不断探索提升
芥菜附加值。以云龙菜业为代表的企
业创新开发出芥菜风味速食方便饭，通
过饭盒自主加热，现热现拌为色香味俱
佳的健康速食，拓展出新的市场。

“五美化”建设延展乡村振兴路

笔者漫步三封寺镇墨山铺村，见山
上一块块梯田里种着蔬菜，青翠欲滴。
山脚下，白墙黛瓦的宅子掩映在绿色
中，充满诗意。

今年春节前，墨山铺村集中规范建
房点村民陆续搬入新居，房子为徽派建
筑风格，公共设施完善。这是三封寺镇
通过“空心房”整治，最后一个完成村民
集中建房的村子。

张哲君说，目前三封寺镇9个村（社
区）已实现集中规范建房示范点全覆盖
——不同风格的房子，或古典或欧式或
现代；整齐的房屋连成一大片，从几十
户到几百户不等；每家有车库、菜园、花

园，路灯、电视、网络入户……
绿色生态田园美、优势主导产业

美、环境宜居村庄美、健康舒适生活美、
和谐淳朴人文美——“五美化”建设融
合绿色理念的特色小镇发展之路，正在
三封寺镇舒展延伸。 （吴巍伟）

特色小镇名片

华容芥菜是华容县农业产业
的一张闪亮名片，先后获评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湖南十大农业品牌
等。全县芥菜种植面积达20万亩，
年产量近 100 万吨，有芥菜加工生
产企业39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三封寺镇是
华容县重点建设的芥菜特色小镇，
也是我省首批 10 个农业特色小镇
之一。该镇芥菜种植面积1万亩，
亩均产值达3000元。近年来，该镇
大力推进芥菜生产标准化、规模
化，已成立专业合作社 10 家。目
前，在该镇建设的华容芥菜产业
园，首期将吸纳加工企业 20 家，力
争3年内年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本报讯（刘萌萌 杨 琳）“这个
暑假有县电视台的主播姐姐给我
们上播音主持课，还有文化馆的老
师教我们唱歌和画画，真的好开心
啊！”日前，在共青团华容县委志愿
者的陪伴下，东山镇佛寺村的小朋
友易紫萱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七彩
假期。

连日来，为发挥青年志愿者服
务社会、关心关爱留守儿童的积极
作用，共青团华容县委组织了一支
由大学生志愿者、文艺志愿者以及

湖南农商银行东山支行的志愿者
组成的队伍，深入东山镇佛寺村开
展“七彩假期·与你童行”志愿服务
活动。在为期三天的志愿活动中，
志愿者们发挥各自专业特长，为当
地30多名留守儿童带来了丰富的
暑期活动。“我们根据志愿者队伍
的专业特长，为孩子们安排了‘播
音主持、折纸艺术、金融知识、绘画
以及儿童安全知识’等课程，通过
这样一堂堂实践课，在孩子们心里
播下艺术的种子，给孩子们带去欢

乐。”组织此次志愿活动的团县委
负责人告诉笔者，希望通过开展这
样的活动来填补留守儿童暑期缺
乏学校监管和父母照料的空白，同
时也号召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
陪伴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能通过
一次志愿者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同时也能让我实现自
身的价值，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以
后还会带动身边的人积极参与到
类似的志愿活动中来。”参与此次
活动的志愿者甘岚如是说。

城乡结对共建城乡结对共建
支部支部联创提质联创提质
华容县开展“两结对三互比一联创”活动

本报讯（吴 斌 吴巍伟）“曙光村党建阵地建设规范
标准，党内组织生活经常开展，特别是党员在农村环境
整治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值得我们机关支部学习借鉴。
建议你们大力培养发展年轻农民党员。”8月8日，华容县
插旗镇曙光村迎来了县城的党员“亲戚”，检察院机关党
支部书记张立斌一行 5 人冒酷暑炎热来到村民服务中
心，在认真观摩了解村党组织阵地建设和党建日常工作
基础上，召开支部联席会议，互商支部建设提质工作。

今年来，华容县坚持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固本
之举，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推动各领域党的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在全县广大党支部和党员中
深入开展“两结对三互比一联创”活动，即机关党支部与
村社区党支部结对、事业单位党支部与“两新”组织党支
部结对，互比条例贯彻、互比五化提质、互比作用发挥，
联创先进支部。“我们开展这项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承接
和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构建城乡基层
党组织互帮互助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促进机关、农村与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齐头并进，使每名党员都成为一名
鲜红的旗帜，每个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
垒。”华容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晓明向笔者介绍。

活动主要通过组织联建、党员联管、条例联学、资源
联用、治理联抓等方式，构建机关党建、农村党建与“两
新”组织党建统筹推进、优势互补、联创发展的新格局。
全县共计安排57个县直机关支部、146个乡镇机关站所
支部与村社区支部结对，20个机关事业单位支部与“两
新”组织党支部结对。按照党员联管的要求，结对双方
党组织每年至少共同组织1次主题党日活动。7月份，环
保局机关党支部与新河乡华丰村党总支联合开展“整治
人居环境、共建美好家园”主题党日活动，局机关47名党
员与农村党员一道，身穿“红马夹”，对S306沿线清除杂
草、清扫垃圾，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农村开展党
日活动，参与全县农村环境整治中心工作，对我们是一
次极好的党性锻炼。”环保局党员李丽梅感慨地说。目
前，已有37个机关党支部与村社区党支部联合组织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志愿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000人次，
帮扶农村贫困户265人次。

强化执纪监督强化执纪监督 确保廉洁征兵确保廉洁征兵
本报讯(吴巍伟 周 齐)“严禁利用职权影响向征接

兵人员施加压力;严禁以任何名义向应征对象收取任何
费用;严禁借征接兵之机收受礼品礼金……”7月31日，
在华容县 2019 年度廉洁征兵工作会议上，华容县委常
委、县人武部部长李立明向5名新聘任的县级廉洁征兵
监督员宣读了工作纪律和任务要求。与以往不同，这次
会议由华容县纪委监委和县人民政府征兵办联合召开，
旨在通过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前移、前线把关，加强征兵
领域执纪问责力度，着力打通“廉洁征兵最后一公里”。

“县纪委监委参加征兵工作全过程监督，将党内监
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增强廉洁征兵工作的透明度，推
进廉洁征兵的强劲态势。”华容县纪委常委、县廉洁征兵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学军表示，华容县今年将制度建设
和队伍建设作为廉洁征兵工作重点，一是建立廉洁征兵

“零报告”制度和廉洁征兵监督员制度，要求全县各乡镇
武装部征兵工作站，采取电话报告与书面报告相结合的
方式，将每日履职情况上报县征兵办，县征兵办综合汇
总后每周上报市征兵办。二是逐级聘用廉洁征兵监督
员，层层签订廉洁征兵责任书。50名县乡(镇)廉洁征兵
监督员、征兵工作人员都签订廉洁征兵承诺书，严格落
实公开公示制度，加大巡视督察和明察暗访力度，及时
发现和纠治人为干预、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问题。严厉
惩处征兵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大力打击“兵托”行为，涉
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坚决杜绝吃拿卡要等

“微腐败”问题，一旦发现将一查到底。
为确保征兵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华容县还将廉政警

示教育纳入今年征兵工作培训重要内容，组织乡镇和社
区征兵工作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同时，认真梳
理征兵工作各个环节容易发生的问题，从源头上夯实廉
洁征兵的“安全墙”。

仙鹅寺村走出“旅游+产业”新路子

“曾经是房前屋后零星栽，
一根扁担挑着卖。啊，养大了儿
和女，度过了那年代……”这首

《芥菜之恋》，在华容县广为传唱，
唱出了华容的乡亲们与芥菜难舍
难分的感情，也唱出了华容芥菜
从一蔸“草芥”到被海内外追捧的
华丽嬗变。去年，华容芥菜生产
加工规模突破35万吨，总产值45
亿元，产品远销韩、日等20余个国
家和地区。

小小芥菜身上，究竟发生了
怎样的奇迹？8 月 7 日，笔者
走进我省首批农业特色小
镇——华容芥菜小镇三
封寺镇，探寻其中奥
秘。

团县委 携手留守儿童共度七彩假期

图为紫萱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完成的绘画作品

▲华容芥菜生产车间一角 ▲投资10.8亿元的华容芥菜产业园一期项目将在今年10月竣工投产

华容“草芥”的美丽嬗变
——华容芥菜小镇三封寺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