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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之窗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永定区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永定区面
向全社会定向选聘21名基层人才服务专员。

选聘计划将从永定街道办事处、尹家
溪镇、教字垭镇等乡镇各选聘 1 至 2 名基层
人才服务专员。服务专员为劳动合同制聘
用人员，不纳入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管理，
聘期截止于 2026 年 6 月，聘期满后不再续
聘。服务专员专职从事乡村产业人才“双
创”服务等工作，负责回引外出人才返乡
创新创业和招商引资工作，为人才“双
创”（包含近五年内返乡创新创业人才） 提
供优质服务，配合做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工作。

据悉，报考人员年龄需在 18 周岁以
上、35 周岁以下 （1985 年 5 月 1 日至 2003
年 5 月 1 日期间出生），户籍或成长地必须
在所选聘的乡镇 （街道）。选聘主要通过面
试的方式进行，包括初试和复试。选聘到
乡镇 （街道） 的服务专员，每年可享受近5
万元的工资、五险、其他福利待遇和享有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工作权、休息

（假） 权。 （叶秀月 杜瑶）

永定区选聘21名
基层人才服务专员

本报讯 近日，慈利县农业农村局组织
开展蔬菜抽样检测和市场调查，以实际行
动服务蔬菜产业发展，保障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在蔬菜种植基地，抽检组在进行检测
抽样的同时，实地查看蔬菜长势，指导蔬
菜种植户进行高质量、安全化生产，鼓励
蔬菜种植大户根据市场需求，错开高峰季
节，生产优质高效绿色蔬菜。要求各生产
主体严格遵守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的规
定，做好农产品的生产档案、农业投入品
使用登记和农产品的采收登记，按批次填
写和发放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做到基地生
产农产品全部带合格证销售，确保人民群
众吃得放心，并向各生产主体承诺，免费
提供蔬菜销售前的农药残留检测服务。

此次检测共抽取样品 95 批次，样品农
药残留快检合格率为100%。 （金海英）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慈利县农业农村局开展蔬菜检测

本报讯 近日，永定区桥头乡召开村
“两委”干部业务知识培训会，各村干部 40
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课程涵盖党建工作、党史学习教
育、廉政教育、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安全生产、财务知识等 19 项内容，
既有理论学习，又有互动式教学，内容丰
富、实用性强，全方位帮助新一届村“两
委”干部尽快转变工作角色、理清工作思
路，更好履职尽责。

下一步，桥头乡将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持续探索村级班子队伍建设新路子，
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努力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不断推
动全乡事业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 （龚赛赛）

桥头乡开展业务知识培训

本报讯 近日，全市现代农业创业创新
青年人才示范培训班的 50 多名学员专程到
慈利县武陵山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观
摩、交流学习名贵中药材种植技术。

学习观摩中，合作社负责人李文辉详
细的介绍了合作社的发展之路，从白芨的
种植技术以及市场前景分析等方面进行了
解疑答惑。武陵山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是全省最大的白芨培育基地，不仅建
立了 30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培育基地和 5
个温室大棚，年生产200多万株白芨苗，还
能培育十几万棵红豆杉、上万棵青钱柳、
铁皮石斛、玉珠、射干等。

据悉，全市现代农业创业创新青年人
才示范培训班是由市委组织部联合市农业
农村局共同主办，培训主要课程为乡村振
兴相关政策解读，乡村发展形势及政策分
析，村级农业合作社创办与管理等内容。

（黄岳云）

农业人才集体“取经”

本报讯 4 月 19 日，永定区三家馆乡召
开新一届村“两委”成员集中培训大会，
对村级业务进行培训。乡党委政府领导、
财政所人员、村“两委”成员参加培训。

培训重点讲解了报账的基本流程、现
金和银行存款管理、村级支出报账规定、
工程项目管理等相关业务知识。

参会人员表示，通过此次培训，不仅
提高了自身业务能力水平，还增强了“底
线”“红线”意识。将积极把所学的业务知
识运用到工作中，不断规范村级财务管
理，确保村级财务管理的合理、合法、合
规。 （胡乔）

三家馆乡开展
村级财务培训

“他在自己富裕后，仍然一门
心思带领村民们种水果脱贫致富，
他真是好样的！”在慈利县溪口镇
樟树村，提到村支部书记王林元，
当地村民都有口皆碑，爱家乡，有
能力，有魄力，是村民们对他的一
致褒奖。

王林元是慈利县溪口镇富民水
果专业合作社社长，今年年初，他
被村民们推选为村支部书记，前不
久，他荣获了“全国优秀农民工”
的荣誉称号。

从零开始艰难创业

4 月 7 日，笔者在溪口镇见到
了刚从北京载誉归来的王林元时，
他正在果园里和村民们一起劳作，
高大魁梧的他脸庞黝黑，朴实中又
透着一股精明，谈起创业的那些事
来滔滔不绝。

2008 年，带着在外务工时采购
水果积累的经验和 2 万元创业资

金，王林元迎着亲人的反对和村民
们的疑惑踏上了创业的征程。先是
奔赴外地学习种植葡萄的技术，再
把所学的知识马上付诸实践，王林
元毁掉了自家 2 亩多的地种上葡
萄，边干边学边总结，聪明好学的
他开局成功，第一年就获利 1 万多
元。紧接着王元林把种植规模扩大
至30多亩，创业一直顺风顺水的他
没 想 到 老 天 爷 开 了 一 个 大 玩 笑 ，
2009 年夏天的一场大洪水将葡萄地
全部淹掉，让他的创业遭遇重创，
回到了比起点时更差的状况。

面对损失，王林元苦恼过，也
一度想放弃。“做事情就是这样，
在前进后退的循环中坚持着到达终
点。”沮丧过后王林元开始思考如
何重新出发。洪水退却后，王林元
把种植地迁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
方，并从外面购回葡萄苗重新栽
下，相比创业之初，王林元把创业
的步伐减慢了下来，从扩张速度转

变到更加注重种植质量。

稳扎稳打收获成功

创业之初的失败让王林元学会
了稳扎稳打，凭着一路坚持注重质
量的信念，到2020年底，他的水果
种植面积达到了 600 多亩，种植品
种已经扩展到黄梨、西瓜、香瓜、
草莓、黄桃等。在水果的销售上，
王林元开动脑筋，硬是凭着他的闯
劲和智慧在竞争激烈的水果市场上
逐步打开了自家水果的销路。他利
用以前务工时的销售经验，积极拓
宽销售渠道，组织合作社和县内大
中型超市签订供销协议，分散果户
与市场进行对接，实现水果统一销
售 ， 减 少 流 通 环 节 ， 节 约 成 本 。

“除了线下销售，我们也通过开网
店，或者网络直播等线上途径销售
水果。”王林元介绍，现在的销售
渠道很广阔，利用网络销售水果，
有效地实现了从地头到果盘安全水
果供应链无缝衔接。

“ 现 在 我 们 樟 树 村 非 常 注 重
名、特、优水果产品的开发，经过
多方检测，目前果园里的水果已经
达到绿色品牌标准，产品供不应
求，对提高农民收入发挥着积极作
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 益 。” 如 今 ， 在 王 林 元 的 努 力
下，他的水果园年产水果 700 吨，
年产值已经达到了 420 多万元，社
员户平分红在 5000 元到 2 万不等。
樟树村已经形成了生产、技术、管
理、销售一条龙的操作模式，达到

既丰产又丰收的目的。

打造产业共同致富

采访中，王林元对笔者说，作
为一名农民，他对这片土地有着很
深的感情。看着还没有富裕起来的
家乡，他觉得自己就有责任带领大
家往前奔。就是这种情怀，让他从
创业到致富，再到带领大家一起种
水果脱贫，王林元立志要把樟树村
打造成文明村和富裕村。

2011 年，王林元成立了“富民
水果专业合作社”，吸收了126户村
民为社员，其中建档立卡户 32 户。
现在，合作社里的贫困户全部脱贫
摘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今年我很荣幸地当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作为一个村的领头人，
在乡村振兴上就得重新布局，在产
业发展上结合‘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的优势’把全村的老柑橘林进行
改造，走特色餐饮+民宿+樟树营
的拓展+特色采摘一条龙的发展模
式，另外，还增加一个梨膏加工的
生产线，把黄梨进行深加工增加黄
梨的附加值。”对于村里的未来，
王林元有着自己的一揽子计划。

“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
称号，对我来讲，既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王林元向笔者说
道，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带领大家
一起富才是他作为一名村干部的奋
斗目标，未来的日子里，他将以荣
誉为起点，为樟树村的振兴而奋
斗。

致富不忘家乡人
——记 “全国优秀农民工”王林元

文/图 黄岳云 李宁

会议现场。

4月19日，2021年全市春耕生产暨水稻全程机械化
工作现场会在慈利县零溪镇举行。各区县相关部门专业
人员、部分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相关经
销企业和厂家代表及周边农户等 200 人参加此次现场演
示会。

与会人员观摩了机插秧同步测深施肥机、遥控植保
飞机、插秧机、抛秧机、旋耕同步深施肥作业机的作业
表演。

全程机械化 种田变轻松
文／图 本报记者 秦勤

插秧机正在进行插秧作业。

机插秧同步测深施肥机作业现场。 抛秧播种机育苗作业。

4 月 15 日上午，穿过慈利县岩
泊渡镇篢市村的乡间小道，扑鼻而
来一阵清香，再一细看原来是近百
亩的田里郁郁葱葱长满了小香葱，
随风摇曳，煞是可爱。

田埂上，十多位村民熟练的对
小香葱进行采摘，分拣，冲洗，各
司其职，井然有序，“虽然年纪大
了，但也想发挥一点作用”，“家门
口就能干事，还能带着孙子干事，
很便利”，“在自己的地里做事还能
赚两份钱，很划算”，问起村民们
的感受，大家掩饰不住的笑意。

岩泊渡镇篢市村作为一个拥有
两千多人，99 户脱贫户的大村，为
探索村民致富路想了很多办法，此
次采用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产业发展模式，用小香葱作为试点
项目，尝到了甜头，“要想村里富
起来，小打小闹肯定不行，还是得
靠规模化，产业化。”篢市村干部

说道。
村民通过流转自己的土地给硒

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进
行规范化种植，目前月产量可达到
2000 公斤左右，经过合理安排三季
都可丰收，产品畅销全省其它各市
州，同时合作社又可提供60多人的
就业岗位给当地村民，采用固定工

资、计件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为村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实现
了双赢的局面。

“ 回 乡 创 业 得 益 于 党 的 好 政
策，村里的大力支持，也与自己浓
厚的家乡情结分不开。打开市场全
靠做好原生态的文章，无农药，无
防腐剂，不用化肥，精准定位市场
就能获得好效益。”硒源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拓展就业
岗位，与父老乡亲实现共同富裕。

“小香葱”里的致富经
彭薇宇

“我在这里工作一个月有三千块钱，
不用外出打工，又可以照顾家庭，我挺
高兴的。”近日，在桑植县利福塔镇舒家
坪藤椒种植基地，正在劳作的村民丁祖
亮很满意这份工作。

4 月 11 日，雨后初晴，舒家坪村藤
椒种植基地里长势茂盛的藤椒树显得格
外青翠，一串串藤椒缀满枝头，村民们
正在给藤椒树锄草施肥，一派繁忙的景
象。藤椒，是青花椒体系中的一类椒果
植物，据 《本草纲目》 记载：其果入药
具有散寒解毒，散淤活络、增强食欲之
效，果实可以提取芳香油，具有较高的
经济效应。2019 年，在外创业的瞿光文
看到这一商机，在利福塔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他开始返乡发展藤椒产业。

“我曾经在四川做油脂产业，看到四
川有大量的花椒产业，觉得很有发展前
途，我就回来带动本地村民发展花椒产
业。”张家界年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瞿光文说。

舒家坪村共有 16 个村民小组 639 户
1777 人。藤椒的除草、施肥、修枝环节
都需要大量劳动力，2019 至 2021 年，短
短三年时间就带动全村 6 个村民小组 150
人就业，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瞿光文
是舒家坪村民，村里发展藤椒产业后，
一方面拓宽了群众的收入途径，另一方
面也增加了他自己的收入。

“自张家界年丰公司到我们舒家坪村
落户以来，流转了我们村里两百多亩土
地，又开垦了两百多亩土地用来种植花
椒藤椒，群众增加了收入，大家心里都
很高兴。”利福塔镇舒家坪村支部书记刘
凌志说道。

藤椒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耐干
旱，适应性强，种植三年后便进入丰产
期，年产量可逐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左
右，管护得当可使丰产期持续 30 年，能
够持续地获得经济效益。经过三年的努
力，舒家坪藤椒即将迎来收获期。为进
一步做好产业发展，张家界年丰农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还将建设包装车间、仓
储冻库、管理用房，对花椒种植实行统
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保证花
椒增产量、提质量、有销量，解决群众
的后顾之忧。

“在今明两年我们就规划，建花椒产
业加工厂，带动更多的村、农民和大
户，让大家种得放心，销售不愁。”对于
未来发展，瞿光文有着详细的规划。

利福塔镇舒家坪村因地制宜发展藤
椒产业，经过三年的努力，昔日的荒山
变成“金山”，实现了经济和生态效益双
丰收。

藤椒富民
高丽文

王林元在察看黄梨挂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