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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窖山，青山绿水伴君行

四月随春去，
五月伴夏来。“五·一”小

长假期间，位于临湘市东南
方的龙窖山，吸引了长沙、宁
波等地近 2 万名游客游山玩
水。徜徉在青山绿水间的

游客们，纷纷点赞龙窖
山的灵山秀水。

临湘市医保局

代销代销农产品农产品 情暖贫困户情暖贫困户
本报讯（陈彦彬）“李队长，我家土鸡这二

十多天下了 200 多个蛋，还有一些自家做的
‘洗水茶’、干菜，我出门不便，麻烦你帮忙来
收购代销……”5 月 6 日一早，临湘市白羊田
镇八百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力荣向医保局
驻村工作队队长李金伟打去了求助电话，让
其帮助销售家里的农副产品。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年，临湘市医保局
党组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以产业扶
贫、消费扶贫为基础，精准施策为贫困户送
去了 1700 只鸡苗、鸭苗、鹅苗、仔猪等，激发
贫困户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为防止贫困
户因农副产品滞销而烦恼，驻村工作队与村
支两委商讨在八百村益农供销社设立了贫
困户农副产品集中收购点，将每月 6 号定为
农副产品集中收购代销日，在帮扶走访时进
行宣传收购，特别是疫情期间帮贫困户克服
困难，因地制宜搞好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每
月及时开展消费扶贫工作，全面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截至目前，驻村工作队为八百村贫
困户共销售农副产品 3 万多元，参与代销的
贫困户每户增收超过2000元。

国网临湘电力公司

升级改造防升级改造防汛电力线路汛电力线路
本报讯（施 璐）立足于防大汛抗大灾，

为全市粮食主产区提供坚实的排灌用电保
障，连日来，国网临湘市供电公司迅速调集
技术力量，对全市主要防汛电力线路进行升
级改造。

此次防汛电力线路升级改造总投资340
万元，涉及江南、聂市、黄盖、坦渡等产粮大镇
的9条10千伏防汛电力线路，升级改造措施
包括：将裸导线更换为绝缘线，将针式瓷瓶更
换为柱式瓷瓶或防雷瓷瓶；在部分老旧线路
上加装自动化开关；对部分穿越林区杆线进
行迁移，对部分对地距离不够线路增加立杆；
更换部分台变高压跌落保险；对部分锈蚀拉
线进行更换。通过实施上述升级改造举措，
可显著提高线路供电可靠性，确保汛期安全
稳定供电，为全市粮食主产区防汛抗旱提供
坚实可靠的用电保障。

农资化肥送到户农资化肥送到户
扶贫帮困不止步扶贫帮困不止步

本报讯（高运轩）近日，一辆满载金叶复
合肥的大卡车，从临湘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农资配送中心出发，驶向聂市镇乘岭社
区，将5吨化肥送到29户贫困户家中。

临湘市供销联社全面落实脱贫攻坚工作
要求，充分发挥为农服务功能。3月份逐户调
查29户贫困家庭今年的生产计划，详细记载
每户的农业种植养殖种类和面积，根据不同
的生产需求，为他们免费配送农业生产资
料。后期还将安排一些种子、有机肥等农资
送到户。为确保 6 户贫困户顺利脱贫，23 户
已脱贫贫困户继续增产增收，该市供销联社
积极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联系就业，与
村支两委协商安排公益性岗位，目前已安排7
人上岗；多举措鼓励贫困户发展特色种植和
养殖，提供技术扶持与帮助，贫困户目前已落
实玉米、湘莲、莲藕、西瓜、芝麻、油茶等特色
种植30多亩，养殖鱼、龙虾等10多亩。市供
销联社向贫困户承诺：即将正式运营的市惠
农服务公司农产品运营中心将全力帮助贫困
户销售农副产品，让贫困户安心发展生产，免
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临湘市人民医院

义诊下乡送健康义诊下乡送健康
本报讯（杨 荣）近日，临湘市人民医院抽

调高职称医师及部分优秀党员，连续7天为江
南镇长江村、新洲村等7个村庄的贫困村民进
行免费义诊和健康咨询。

如何做到专家下乡、技术下沉、资源共
享，让优质医疗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方便他们
看病？该院高度重视，要求专家们不得以任
何形式、任何借口收取任何费用。确保义诊
活动取得实效，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健康保
障。7天的义诊，共免费接诊4370人次。

临湘消费扶贫全力加速临湘消费扶贫全力加速
本报讯（刘飞翔 廖文静）你一袋，我一

袋，1500公斤总价值20万元的葛粉不一会便
一扫而光。接过10多家企业老板的认购款，7
位贫困户主感动得热泪盈眶。近日，临湘市
委统战部、市应急管理局、市扶贫办组织矿
山、危化等行业的10余家企业负责人，组团前
往该市聂市镇红士村，采购因疫情导致滞销
的农副产品葛粉，这是该市消费扶贫全力加
速的一个缩影。

为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2018年，帮扶单
位临湘市应急管理局注入资金促成聂市镇红
士村成立葛粉种植合作社，带动7户贫困户种
植葛粉。两年来，绿色无污染的红士葛粉畅
销不衰，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扶贫效益逐渐显
现。今年春节以来，突如其来的疫情，葛粉销
量直线下降，1500公斤葛粉难卖问题成为帮
扶单位、村支两委和合作社贫困户的共同心
结。该市应急管理局发动 10 家企业以购代
捐，解决了贫困户产品销售难题。

今年以来，该市所有学校食堂定点采购7
家扶贫企业米、面、油等产品已达2400吨，疫
情期间帮助贫困户销售滞销农副产品2000多
万元，消费扶贫正成为临湘扶贫开发的又一
重要渠道。

国家黄茶种植标准化国家黄茶种植标准化
示范项目落户临湘示范项目落户临湘

本报讯（许德军）近日，国家标准化
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下达农村及新型城
镇化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
临湘千车岭茶业有限公司的国家黄茶种
植标准化示范区项目被列入第十批国家
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全省入选项目仅
有3家。在未来3年时间里，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将对该项目给予支持。

千车岭茶业有限公司由原横铺乡
白石园茶场改制而成。据1983年出版
的《湖南名茶》（由湖南省茶业研究所主
编）记载，白石毛尖于 1964 年创制。
1991 年，白石毛尖被评定为湖南名茶。
由此可以看出，白石园黄茶生产历史已
有50多年。

岳阳是中国规模最大、集中程度最
高的黄茶产区，是有名的黄茶之乡，黄
茶产量、产值均超过全国的一半。2019
年发布的《岳阳黄茶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提出，岳阳市将致力于推动黄茶标
准化发展。

千车岭茶业公司负责人表示，白石
毛尖已成为临湘顶级名茶品牌，白石毛
尖（绿茶）更是家喻户晓。4月18日，该
公司邀请了长期致力于黄茶标准体系
和加工技术研究的湖南农大傅冬和教
授进行为期 5 天的现场技术指导。今
后，该公司将积极探索茶园标准化培育
和黄茶标准化制作工艺，全力打造白石
毛尖黄茶版品牌，助力岳阳黄茶之乡百
亿茶产业建设。

本报讯（赵府臣）“岭上哟开遍映山红
……”近日，在临湘市詹桥镇长浩村高坪组的
山岭上，飘来一阵阵悦耳的歌声。只见一大
片火红的映山红开得正艳，像给黛青色的山
岭铺了一片绚丽的壮锦。几十名游客，有的
在花丛中穿梭欣赏，有的不停地拍照留影，来
自长沙的王女士，忍不住唱起了网红歌曲《映
山红》。

长浩村位于药菇山余脉，团湾水库发源
地。近年来，该村因地制宜着力发展休闲农

业旅游。春天的长浩村，是花的海洋，近万亩
野樱花、200来亩映山红，开得十分灿烂。来
自岳阳的游客姚女士深有感触地说，“我看过
云雾山、麻城等地的映山红，但那些景区人工
痕迹太浓厚了，不及长浩村的天然美。长浩
村的映山红是纯野生的，树龄长，树形美，这
两棵树绕在一起搭成一个天然的鲜花拱门，
真是巧夺天工。”。

说起长浩村的美，该村党支部书记杨继民
侃侃而谈：“春天赏花，夏天纳凉，秋天摘野果，

冬天观候鸟，一年四季都很美。今年3月份，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公示了2019年度全省休闲
农业集聚发展示范村和休闲农业示范农庄名
单,我们长浩村名列其中,入选全省休闲农业集
聚发展示范村。”该村目前已在长浩村高坪区
域内打造了一个500平方米的野外游泳池，并
规划在梨树尖创建户外登山休闲基地。“我年
底就要退休了，但我建设美丽长浩的初心永远
不变。”杨继民说，他黝黑的脸颊在映山红的映
照下泛着红光，像他的理想一样。

长浩开满了映山红

为让乡镇干部安心扎根基层，临湘市财政近年来共筹资3262万元，建设完善周转房、
食堂、澡堂、厕所、图书室、文体活动室等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六小”设施合计16175平米。
图为江南镇干部工作闲暇，在图书室补充“精神食粮”。 李建梁 张子龙 摄

山雀唤醒沉睡的夜

瑶寨山庄临水而建，在这样的地方住
宿，算得上是枕水而眠了。本想好好睡个懒
觉，但是天刚蒙蒙亮，悦耳的鸟鸣声就把我
们吵醒，细听听，一些不知名的小昆虫也叫
得此起彼落，赶紧披衣起床，坐在跨水而建
的木桥上，听这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赤着脚的山里人，拿着一个小木桶，我
以为他是要提水，原来是去水里面捡鸭蛋。

“养的鸭子，蛋都下在水里面，每天早晨捡
蛋。”从梦中醒来的游客，也赶忙来凑热闹，
将捡鸭蛋的镜头一阵猛拍。有五六名游客
索性下到水里，逗鸭子玩。

“帅哥呃，帮我捉四只鸭子上来。”老板
娘但金娥起得特别早，已从山上摘回来一篮
野菜——鸭脚板，她一边计算着今天的客流
量，一边吩咐厨房杀鸡宰鸭。游客向鸭子发
起快乐的冲锋，水花四溅，整个龙溪港都在
沸腾。

龙窖山，是瑶族先民南下迁徙的早期
“千家峒”。《评皇券牒》记载：“日共青山对
坐，夜有百鸟共栖。刀耕火种，斩畲养活，上
不纳粮，下不纳税，夯奋耕种。”瑶胞们自给
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千家峒生活，何等自由快
意啊！

“你们也可以来过这种生活呀！”但金娥
开心地介绍，长炼、岳化等很多单位的退休
人员，包括一些学校的老师放暑假后，都会
来这里住个把月。

“包吃包住，80元一天，舒服。”正提着大
包小包走进来的刘大爷，开心地接住话头。
70多岁的刘大爷，连续五年都在这里闲居，特
别是七、八月份，必定住在龙窖山消夏避暑。

被大自然染色的山水

“路边怎么有这么多油菜花呀？”来自岳
阳的游客刘女士，在去马颈的路上，情不自
禁地问。

“这是野菊花，花期有两个多月。”“龙源
通”刘国文介绍。面积200平方公里的龙窖
山，随便走入哪一条山谷，都是金黄色的野

菊花绕路延伸，像皇帝的龙袍，龙窖山，其龙
字的来由，或许与此有关吧。

汽车在山上颠簸，我们在风景里穿梭。
路边随处可见一树树红色的果实，那是龙窖
山里的特产——野樱桃，吃在嘴里酸酸甜甜
的。想起两个月前的三月初，近7万亩的野
樱花，像一片绚丽的云霞，铺洒在龙窖山的
山岭上，吸引了海内外多少摄影爱好者啊。

来到海拔达 1200 米的马颈山顶上，只
见三株高大粗壮的柳树一字排开，绿色的枝
叶，在风的吹拂下发出悦耳的口哨声。山顶
上长柳树，真是好奇怪。

天下最美的山水在龙窖山，龙窖山里最
美的山水在老龙潭。来龙窖山，肯定要去老
龙潭，为什么？因为老龙潭才是最自然的、
没有任何人工痕迹的山水。

爬老龙潭，全程都是水，叮叮咚咚的一
路相随。老龙潭由五个瀑布潭组成，那飞流
直下的气势，让你领略什么叫大自然的震撼
力。老龙潭的水，也是多姿多彩的。飞流直
下的水，都是洁白的，深潭的水，都是墨绿
的，浅潭的水，都是清亮透明的。你对着潭
水拍照时，潭边的各色花儿时不时飘一朵下
来，水又变成了花的颜色。有几个户外爱好
者爬到瀑布顶上，将防晒的丝巾解下来丢在
水流里，那瀑布就成了粉色、红色、蓝色……
这水，不知不觉可以玩一上午。不要担心错
过午饭时间，龙窖山上随手可摘的各种野
果，不会让你饥饿。

“龙窖山上百药全，只缺甘草与黄连。”
说起龙窖山上的植物，刘国文如数家珍。我
们拿出手机，将每一样花草树木在“识花君”
上识别，在“识花君”的指导下，我们摘了野
樱桃、野草莓、野桑椹等等，吃得特别过瘾。
想当年，李时珍连续 15 年在龙窖山尝遍百
草，何其艰辛，而我们，一秒可识天下植物，
何等幸运。

大自然赋予龙窖山丰富的资源，又用红
色的杜鹃花、白色的女贞花、紫色的禾雀花
……将龙窖山染成色彩斑斓的世界。

精美的石蛙会唱歌

跋山涉水一整天，并不觉得疲劳。夜色
中，我们在刘国文的带领下，来到他的兰心
居品茶。

刘国文介绍，龙窖山区气候冷凉，日夜
温差大，早晚云雾笼罩，平均日照短，茶树生
长缓慢，茶叶芽叶柔软，叶肉厚实，果胶含量
高。龙窖山茶是历朝历代的贡茶。“岁贡十
六斤”，来源于隆庆年间《岳州府志》中的记
载：“自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 1391 年）起，
龙窖山芽茶因味厚于巴陵，岁贡十六斤。”

品茶，品茶文化，猛抬头，看到墙壁上趴
着一个东西，把我们吓得惊叫，原来这就是
传说中的国家级保护动物——石蛙。“去龙
窖山吃石蛙。”一度是山外人舌尖上的美
味。但刘国文说，现在没有吃石蛙的了，因

为石蛙是保护动物。他说着，将石蛙捉住，
到马路上放生。

我们也结束了品茶，沿着顺溪而上的马
路散步，只见路边、溪水里，全是蹦蹦跳跳的
石蛙，“呱呱呱”地唱着它们的歌谣……

“生态好着咧。”98 岁的刘正亚老人，
一生不曾离开龙窖山，在城里工作的儿子
接他去住，但他始终离不开这片山水。“现
在生态越来越好，要想活过 100 岁，必须住
在龙窖山。”

龙窖山溪泉百转，有三关九锁之险、七
十二峰之秀。山中茂林修竹，四季花开，晴
则山岚如画，雨则雾锁天路。

龙窖山是茶山、是药山，更是瑶山，千家
峒瑶族遗迹众多，文化底蕴特别深厚。除了
瑶族早期千家峒文化的聚落居址、石冢墓
群、石窝山祭坛、青石沟巷原始山寨、神龛神
庙、石屋石桥、石梯石坎、石井石门等人文景
观外，还有三江口、白果庵、三仙坦、黑龙潭、
龙溪港、剪刀岔、箭杆山等等很多自然景观，
以及如金猫扑鼠、向天雄狮、蕲蛇盘印与蜈
蚣钳等极具影响力的旅游景点。

由于龙窖山“地窖”般的地理环境，使其
目前仍处于半封闭状态，工业文明和现代化
建设对其影响微乎其微。

此刻，春光正好，微风不躁。赶紧撇下
生活的琐碎，来龙窖山看看山、玩玩水、洗
洗肺、活动活动筋骨吧……

（丁会云）

畅游龙窖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