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保护焕新颜

铁山水库是湖南最大的人工湖泊，1946
年出生的月田人孙佛印亲眼见证了它的建
成。“1958年动工时还没机器，全靠人力肩挑
手拎，一凿一锤开山挖渠，初建失败后，1974
年又重建。为修建水库，老一辈库区人民作
出了巨大牺牲，库区4万余居民迁离了故土。”
孙佛印望着铁山水库的碧波浩渺，回忆起了
往昔。

现在，新一代的库区人民已经接棒，承担
起守护岳阳市民“大水缸”的职责。

自2017年洞庭湖禁止采砂后，暴利驱使
不法分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水土资源丰富的月
田镇。一时之间，违法盗采运洗砂土行为在
月田猖獗四起，屡禁不止。“采砂疯狂的时候，
超载的运砂车把路面压得稀烂；铲车盗采，水
土流失严重啊；洗砂把水源也污染了，淤泥抬
升了河床，堵塞了河港，我们种田、生活用水
都成问题。”改港村村民杨爹说。

护卫见行动。镇国土所、林业站、城建办
针对采矿、洗砂等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
强人员配置，每日常态巡查，2019年至今依法
扣押超载车辆 163 台、挖机铲车 8 台，整改涉
砂涉矿点11处，非法采砂洗砂得到根本性遏
制制。。月田镇全面关停产生污染的加工企业和月田镇全面关停产生污染的加工企业和
规模养殖场规模养殖场，，禁止一切工业项目进入库区禁止一切工业项目进入库区，，
20172017年至今年至今，，4747家核心库区村畜禽养殖户补家核心库区村畜禽养殖户补

偿退出，栏舍全部拆除；严控库区建房，铁腕
禁违拆违治违，集中建房解决民生需求，政府
配套投入260万元建成神湾集中居民点，解决
30户危房户住房问题；取缔垃圾填埋场和焚
烧炉，建成中转站统一转运到新开垃圾站，投
入使用月田、江堧、花苗污水处理厂，安装四
池净化共386户，在全镇新建散户四池净化设
施1000个，为百万岳阳人民保住了“大水缸”。

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穿过一条条
蜿蜒曲折的通村道路，干净整齐的小楼房，片
片竹海萦绕四周，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甚是
迷人。

兴业致富拔穷根

月田镇共有贫困户1034户、3270人。近
几年，乘着精准扶贫的东风，10个贫困村全部
摘帽，现已脱贫924户2995人，尚有110户275
人未脱贫，综合贫困发生率降到0.58%。

铁山湖村的山林深处，贫困户熊小山灰
暗回忆的旧屋已不见踪影。年久失修的老屋
破漏不堪，终于撑不住倒塌了，无力新建的老
两口没了容身之处。该镇党委书记付海苗实
地走访后，当即将老两口迁到安全住所，并帮
忙申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徐家集中安置点的楼房屋好啊徐家集中安置点的楼房屋好啊！！再也再也
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不用担心刮风下雨，，我妻子长年风湿我妻子长年风湿，，因疫情因疫情
暴发断了药暴发断了药，，还是付书记托人从中洲乡药房还是付书记托人从中洲乡药房

买的药。”熊小山对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安居乐业，始于住行。搭帮易地搬迁政

策，月田镇 378 户 1288 人像熊小山一样的贫
困户搬进了宽敞明亮、交通便利的新屋，还有
290户通过危房改造政策修缮或新建了更加
安全的住房。

广西钦州嫁过来的彭琼梅和丈夫何先旺
住在铁山湖村刘庙片正康组山林深处的老屋
中，因病致贫，居住条件恶劣。用彭琼梅的话
说就是泥墙裂缝、门窗腐烂，东掉一块泥，西
掉一块土，厨房塌了，在屋檐下解决。厕所倒
了，在屋后用水缸当粪缸。幸运的是何先旺
一家搭上精准扶贫的“快车”，搬进了易地扶
贫搬迁徐家集中安置点。“以前的‘破漏屋’变
成了‘精品房’，还有阳台可以晒太阳；附近就
有小学初中，两个小孩上学步行就能到；政府
分了菜地，还流转了3亩土地，免费发红薯苗
和化肥；丈夫的医疗费用也比过去轻松多
了。”彭琼梅说这话带着浓浓的广西味，还有
带着拖音的月田腔。

彭琼梅所说的红薯种植正是“合作社+贫
困户”模式。镇政府与本地龙头企业邓谷红
薯合作社协商，免费提供种苗和肥料，对贫困
户开展培训，签订保底价收购协议，并发放产
业奖补提高贫困户积极性。

月月田田镇还充分发挥气候优势镇还充分发挥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大力发展
香菇种植香菇种植、、药材种植等特色农业药材种植等特色农业，，投入投入170170万万
元委托洞庭春茶叶有限公司建设江堧村黄茶元委托洞庭春茶叶有限公司建设江堧村黄茶

种植基地，带动江堧、月东两村 107 户 338 名
贫困人口脱贫，每人每年分红160元；投资30
万元在铁山湖村种植中药材黄精70亩；鼓励
在家贫困户发展红薯种植、养殖鸡鸭等产业,
并通过消费扶贫、寻找销路，使“家家有产业，
户户有增收”；采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由
合作社提供种子、农药、化肥，保底价回收，激
发了贫困户发展积极性；黄精、碧根果、金盆
柚、油茶、黄茶等种植产业也在稳步推进。月
田镇还通过组织招聘、推荐就业、发放交通补
助等方式鼓励贫困户就业，今年以来已组织3
批次200多人参加市县专场招聘会，175人达
成就业意向。

文明新风润乡村

月田镇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改港村,
2017年被授予“县文明村”“县平安村”“综合
先进单位”“乡村环境卫生整治清洁村”等荣
誉，近两年，成功创建成市级文明村、岳阳县
最美村庄。

改港村石溪组的李加宝说:“以前的路是
‘泥水路’，下雨天，一脚‘泥’、一脚‘水’，经过
硬化、亮化，现在变成真的水泥路，还有了小
公园，空闲时候我就喜欢和老伙计下象棋，我
老伴也喜欢跳广场舞。”

李加宝所在的石溪组是改港村美丽乡村
建设的示范点，被打造成了“山青水绿、村景
相融、宜居宜人”的样板，引领村容村貌建设
风潮。自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月田镇拆除空
心房 1660 户，拆除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清
理疏浚沟渠、河港 17 公里；公路沿线大部分

“牛皮癣”和杂草得到清理，卫生死角基本清
除，完成路边植树5000多株，整治和替换破旧
围栏1万余米。

月田镇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工作
后，各村纷纷成立红白事理事会，把村规民约
贴到了各家各户，禁炮限塑形成惯例，简办婚
丧喜庆事宜渐成风尚。

“我哥的丧事宴席不办了。现在正是疫
情形势严峻，要为亲朋好友的安全负责。”茨
洞村村民许定文说。这场简办红白喜事的

“接力赛”也在全镇“流行”起来，通过村村响、
宣传车、建议信和上门劝导，村民纷纷响应，
今年来该镇共取消或延迟 59 起红白喜事宴
席，还有9起特殊情况的白事从简从快办。通
过文明创建，一个个道德模范脱颖而出，涌现
出出1515年投递零差错年投递零差错、、““邮路邮路””可绕地球可绕地球1010圈的圈的

““湖南好人湖南好人””乡村投递员徐永辉等等乡村投递员徐永辉等等。。
（（李佳幸李佳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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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路上的“月田故事”

党员帮会员 小葡萄撑起“钱袋子”

清水村党员李大树有台客运车，专跑城
乡，一天 6 趟，虽没成暴发户，但他周到细致
的服务，使他成为村里勤劳致富明星。老李
遇事好琢磨，2001年，他被选为村党支书后，
带领一批党员带头试种葡萄，收效很好。在
村党支部组织下，组建了葡萄专业合作社，吸
收社员280名，按照“四统一”原则规范社员
生产经营行为。党员李大鹏在村民对种植葡

萄心存疑虑的情况下，率先承包20多亩农田
种植葡萄，成为清水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村里成立土地流转中心，将农民手里农田流
转后向种植大户发包，要求葡萄园主优先聘
用土地流转后农民。全村发展葡萄种植
2800 亩，带动周边全镇发展 5600 亩，实现年
销售收入 4000 万元以上。园区务工农民工
达 420 余人，年发放工资 516 余万元，园区从
事葡萄销售人员达 200 余人，从事运输业和
农资经营人员达 129 人。“新墙河”地域商标
获得了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证、第五届中国
优质葡萄擂台赛安全优质葡萄。产业结构
调整走对路，葡萄园带来前所未有的人气。
村民四时无闲日，村庄四处无闲田。

2014年起，李军良等6名党员带头建立了
第一批农家乐，帮助9户群众相继建立农家乐。
投资80余万元建成游客接待中心，配套水上游
乐园、垂钓中心等设施，组织开展“新墙清水葡
萄采摘一日游活动”，6年来累计接待游客30多
万人次。全力打造“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

“支部+党员+基地+合作社+农户”五位
一体抱团发展模式试验成功。“家家有产业，
户户有收入”。2019 年全村生产总值已达
1.15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3万元以上，人
均纯收入达19820元。

党心聚民心 臭水沟变成“清水河”

往年污水乱排、垃圾乱倒，小清河成了一
条“臭水沟”，村民非常痛心。该村采取“强整
治、细管理、创亮点”三步走规划，投资150万
元对“臭水沟”进行改造。按照“户分类、组收
集、村压缩”和“社会化服务、无害化处理”模
式，建立了村垃圾压缩站、垃圾分类中心，全
村垃圾收集处理委托给专业环卫公司进行无
害化处理。推进厕所改造和黑臭水治理结合
工程，全面配套农户四池净化系统，建设无害
化处理系统2000余套。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实现了村庄内粪污集中收集，并将沼
液接入基地，全村2800亩葡萄基地配套建立
了沼气施肥系统。针对养殖污染问题，在党
员组长的带领下，全面实施了村庄禁养退
养。该村建立清洁管理负面清单，实行销号
管理，针对存在问题迅速督办整改。85%的家
庭“生态庭院”脱颖而出。如今的清水河清澈
见底、鱼虾嬉戏。2019年，该村被评为“全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党风带民风 新风尚取代“旧习俗”

文明创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

“砸钱”无法根治。该村健全决策、管理、监督
等民主制度，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
理财小组，确保了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和大额
资金使用由班子集体研究讨论决定，村级重
大事务由村民集体讨论。全村实施大小项目
120多个，总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没有一起
违规行为。截至2019年底，共收到乡贤反哺
资金100余万元。村规民约凸显村民自治功
效，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
赌禁毒会、移风易俗劝导队带出一团火热的
家风、村风。目前，4500平方米的村图书室、
文化活动室和竹园李文化礼堂、谭周府公益
堂成了村民求知求美求乐的最佳去处；创业
文化长廊、葡萄观光走廊以及“墙头开花”的
景观，把游客吸引一拨又一拨；1500平方米墙
绘文化，发掘出乡村特色的文化内涵。

在清水村，常年可闻丝竹声。送戏下乡、
道德讲堂、惠民政策、科技知识抢答赛等活动
常年举办。旗袍秀、广场舞、老年社、健身队
等8个文化社团活动不断。湖南理工学院教
授谭解文退休后，回村居住，他创作了“清水
村赋”，感叹清水村的前后变化。

通过党建引领、群众深度参与，树起乡风
文明的好风尚，搅热了曾经冷寂的村庄。

（吴秀荣 黄 怡 陈勇平）

实干拓宽脱贫路实干拓宽脱贫路
黄精绽放黄精绽放““致富花致富花””

本报讯（陈勇平 袁 颖 李 佳） 春
和景明时，田间农事兴。五一前夕，岳阳
县中洲乡63岁的村民万石喜正在岳阳县
海景家庭农场熟练地给瓜蒌牵藤。村干
部告诉笔者，万石喜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8年开始来基地做工，并将自家
的5亩耕地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到了
基地。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万石喜的日子
越过越甜蜜。

万石喜的幸福全靠产业扶贫。“以前
我主要靠种玉米、南瓜为主，刨去成本一
亩地一年收入不到一千元，如今我在这里
做事，一天的工钱就是 150 元，一年光在
这里的打工收入就可以赚得 2 万多块
钱。”万石喜感慨地说。搭帮黄精产业，村
里的脱贫致富路越走越宽。

产业是扶贫之基，是振兴之本。近年
来，岳阳县中洲乡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
构，发展药材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中药种
植示范区。位于该乡三江村的宾海农业
有限公司，采取瓜蒌、黄精套种的方式，种
植面积300余亩，同时带动周边村民种植
200余亩，推动当地产业发展的同时，还解
决了贫困户就近就业、脱贫致富的大事。

实干拓宽扶贫路，黄精绽放“致富
花”。据黄精种植基地负责人卢海兵介
绍，他以前是搞工程项目建设的，前几年
在外地创业时，接触了药材种植，并被其
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而入股了。发家致
富后，卢海兵觉得自己富不算富，还必须
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2018
年，卢海兵回到家乡创业。他在查阅资
料，综合考察后发现中洲乡有适宜黄精种
植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又有便利的交通区
位优势，便决定在这里进行黄精种植。为
了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根据黄精
喜阴的特性，卢海兵采取了黄精、瓜蒌套
种的方式，让瓜蒌的藤蔓生长在黄精上
方，一举两得。经过 2 年多的实践，如今
的卢海兵已经对黄精种植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为了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在种植
基地，他还建了两个沼泽塔，采用有机肥
灌溉、人工除草、钻虫板除虫等多种方式，
实现绿色生态有机种植。卢海兵初步预
计，待到丰收季节，黄精平均亩产可达
5000斤，亩产值可达1.2万元，加上套种的
瓜蒌每亩纯利润在3000—4000元左右。

截至目前，三江村有 10 多名建档立
卡贫困村民、60多名非贫困村民在基地就
业，务工收入加上土地流转金，人均年收
入2.5万元。下一步，卢海兵还打算办加
工厂，将黄精进一步深加工，提高经济收
益的同时，还能带动周围更多的百姓就
业，真正让黄精变黄金。

岳阳县

推动扫推动扫黑除恶黑除恶
专项斗争常专项斗争常态化态化

本报讯（邓 虎）为贯彻落实全国、省、
市关于“六清行动”的决策部署，5 月 13
日，岳阳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六清
行动”推进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该县以“线索清仓”为重点，按照“清
到底、清干净”的要求，扎实开展“六清”行
动，同步推进“逃犯清零”“案件清结”“伞
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集中力
量，加快办案进度，提升办案质效，依法严
惩犯罪，斩断幕后黑伞，查扣黑恶财产，堵
塞监管漏洞，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常态化。

及时放生野生娃娃鱼及时放生野生娃娃鱼
本报讯（卢思期）5 月 6 日，岳阳县杨

林街镇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接到群众
来电，称溪源村一村民在铁山南干渠中误
捕一条疑似娃娃鱼的水生生物，希望镇里
派人鉴定处置。

接到群众举报后，镇里的工作人员迅
速赶到现场，经工作人员现场检测，该条
娃娃鱼身长66厘米，体重达6公斤，身上
无任何伤痕，达到放生条件。经商议，农
推中心、林业站及杨林街镇人民政府的工
作人员一同前往铁山水库中将娃娃鱼放
生。同时也为主动上报的村民点赞。

“娃娃鱼”，学名大鲵，属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是生活在淡水中两栖动物。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湘鄂
边陲的铁山水库，是一级饮用水源地，
承担着近百万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和
百万亩灌溉用水，被誉为岳阳人民生
命之水的“大水缸”。

穿插其间的月田镇，面积175.5平
方公里，山林 19 万亩，森林覆盖率
75%。该镇因铁山水的滋养而抽枝发
芽、生机勃勃，也因保护饮用水而受
限，“有鱼不能捕，有树不能砍，有砂不
能挖，有厂不能办”，群众的增收途径
狭窄。面对生态保护和特殊地理条件
限制，月田镇依靠人防物防技防、守护
青山绿水的同时，大兴脱贫攻坚之举、
推进乡村振兴的“月田路径”，让生态
优势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让老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全国文明村”清水村的治理秘诀

月田镇黄岸村神湾居民安置点 余康忠 摄

铁山水库作为一级饮用水源地铁山水库作为一级饮用水源地，，四周群山环抱四周群山环抱，，岛屿星罗棋布岛屿星罗棋布，，库水碧绿透彻库水碧绿透彻，，水鸟山花锦鳞成趣水鸟山花锦鳞成趣。。 毛勇明毛勇明 摄摄

叙述一个村的变化
要落在具体情境中，才更为清

晰有力。岳阳县新墙镇清水村有耕
地 4376 亩,738 户,3264 人,其中党员 108

人。人多地少、产业单一，过去打工经济占
上头，撂荒田严重。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
领，把脱贫的投入化作致富的投资、把攻坚的
努力变为发展的动能，开创了乡村振兴蹄疾步
稳的全新局面，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
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人居环境整治

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
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等荣

誉和省、市、县先进荣誉
100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