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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好、育壮油菜苗，有利于油菜早发快长和安全越
冬，慈利县绿之禾农耕文化园为确保今年种植的2400多亩
油菜获得高产，也为明春的首届油菜花旅游节的顺利举
办，该园在当地农技部门的指导下，选定油菜优良品种，
调配各类化肥，细整细耕好田地，采用机械直播和人工移
栽的途径，确保在11月上旬完成油菜移栽任务。

黄岳云 摄

育好苗保高产

秋日傍晚，从武陵源城区一
路南行来到协合乡，如同穿梭在
一幅幅风景画中，青山蜿蜒连
绵，苍翠欲滴；乡村屋舍俨然，
街道洁净如洗；改造后的农房白
墙黑瓦，秀丽的庭院鳞次栉比；
道路两旁树木葱茏，花红草绿，
与白墙、青瓦、农耕墙体画交相
辉映，一幅生态宜居的新农村画
卷展现眼前。

近年来，武陵源区紧紧围绕
“ 打 造 武 陵 山 片 区 乡 村 振 兴 样
板”的目标，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首要工
作，聚力农村厕所管理、生活污
水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美丽庭
院建设四大重点工作，聚焦房前
屋后、田间地头、河塘沟渠三大
重点区域，高质高效有序推进，
让各个乡村逐渐净起来、绿起来、
亮起来、美起来，使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

厕所革命创造乡村
新风貌

在中湖乡定家庄村田儿湾
组，工人们正忙着挖掘地面，铺
设自来水管道和污水管道，新改
造提升的无害化户厕，设置在户
内，抽水蹲便器，一摁就冲水。

“新改造的厕所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干净又卫生，夏天没蚊子也
没臭味，我们很满意。”村民吕
少龙说道。

今年该乡的 200 户村民全部
实施旱厕改造，经过处理的粪水
还能还田再利用。现如今通过

“厕所革命”改造后，村庄美化
了，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了，厕所
也变明亮干净了，村民的生产生
活也大有改善，幸福指数也大大
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厕是
“细胞工程”，也是头等大事。近
年来，武陵源区持续深入推进

“厕所革命”，推广普及卫生户
厕，以厕所之“点”带美丽乡村
建设之“面”，让农村厕所卫生
大改观。目前，全区已完成农村
卫生户厕改建1518余户，农户卫
生厕所使用率达 93.7%。同时，
以“改厕”工作为起点，武陵源
区以点带面推进农村污水处理全
覆盖，建成 4 座污水处理厂、5
座污水处理站，完善污水管网
110.26 公里，从源头做好雨污分
流，全方位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

垃圾治理扮靓乡村
新生活

10 月 25 日上午 10 点，中湖
乡石家峪村村民张维新拎着两个
塑料袋，快步走向家门口的垃圾
桶，他把废弃菜叶、冬瓜皮、玉
米衣等垃圾投入厨余垃圾桶，另
一 个 袋 子 放 进 了 其 他 垃 圾 桶 。

“过去都是所有垃圾一起丢，村
里不停上门宣传，我们才知道分
类的好处。”张维新说，“以前废
旧灯管、农药瓶就扔在河边，污
染环境还很不安全，现在村民们

都主动把垃圾分类好，保洁员一
天上门清运两次，村主干道旁还
有垃圾分类亭，垃圾的综合利用
率高了，污染少了，环境更好
了。”

从张维新家中走出来，主干
道旁造型别致的垃圾分类亭引人
注目。亭子按照有害垃圾、厨余
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等生
活垃圾四分类设计，每个垃圾桶
用红、绿、蓝、黑不同颜色作为
区分。宣传栏上标注了常见的垃
圾品种及分类，引导村民正确投
放。

以前“一个筐”，现在“四
个桶”；过去“减源头”，如今

“再利用”；曾经“嫌麻烦”，时
下“好习惯”。自从实行垃圾分
类以来，厨余垃圾不出村“变废
为肥”、其他垃圾进入垃圾分类
箱、有害垃圾有了积分兑换通道
⋯⋯

“ 绿 树 村 边 合 ， 青 山 郭 外
斜。”如今，武陵源已建设垃圾
分拣中心 61 个、垃圾分类亭 50
个，添置垃圾转运车21台，形成
了“户分类、村收集、乡 （街
道） 转运、区处理”的垃圾收运
体系。踏入武陵源乡村，干净、
整洁、美丽的乡村画卷扑面而
来，休闲、采摘、赏花等乡村游
逐步兴起。

庭院建设按下乡村
“美颜键”

花的清香，草的芬芳，与泥
土的新鲜气息合在一起，这是小
庭院特有的味道。索溪峪街道双
星村邓寿先家房前屋后杂物归
类，堆放整齐，院内外环境干净
卫 生 。“ 我 在 这 里 生 活 了 几 十
年，以前村民们随手扔垃圾的现
象很常见，现如今环境美丽，乱
丢垃圾的陋习也没了，乡风民风
更加文明和谐”。谈起“美丽庭
院”创建带来的大变化，邓寿先
竖起大拇指直点赞。

近年来，武陵源区以“干
净、整齐、点亮、美化”为目
标，大力推进“人居美、环境
美、生态美、乡风美”四大行
动，将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
整治相结合，动员引导广大村民
以家庭为阵地，打造有特色、有
文化的美丽庭院，使清洁、环
保、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让
人人成为“美丽庭院”的创建
者，户户成为“美丽庭院”的受
益者，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美丽
蜕变，以庭院“小美”，助推乡
村“大美”。目前全区农村“美
丽庭院”比例达 60%以上，一步
一景的生态旅游走廊初步成型。

如今，推窗见绿、抬头赏
景、起步闻香，已是武陵源区乡
村美丽风景的真实写照，多点开
花的改造升级也折射出武陵源区
推动全域人居环境整治的匠心独
运，真正地实现了望得见山、看
得到水、记得住乡愁，让美丽家
园更富魅力、更有温度。

推窗见绿 抬头赏景 起步闻香

美丽乡村入画来
张 婷色彩，仿佛偏爱着这个地方。

这是一方红色的传奇。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贺龙、廖汉生等从这里出
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万里长
征从这里出发。

这是一首绿色的颂歌。森林覆盖率
高达 72.8%，跻身全球 200 个重要生态
区。八大公山原始森林被纳入中国“人
与生物圈保护区”。

这，也是一曲白色的畅想。在高质
量发展的旋律中，桑植唤醒了漫山遍野
的茶香。一梯一梯的白茶，浩荡着乡村
振兴的春风。

不负天赐，不负时与。作为张家界
的西大门，桑植以茶旅融合丰富了旅游
的形态。“品桑植白茶、唱桑植民歌、听
红色故事”，那一抹清香，泡开的是桑植
白茶的身心之旅。

静待一盏白茶的绽放，聆听桑植
红、绿、白的色彩交响。

红配绿，红色故里展新姿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
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
来”⋯⋯知道桑植，是因为一片红色热
土。来到桑植，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翠绿。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桑植县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以
绿衬“红”，用“红”点绿，绿色的现实
与红色的历史完美地呈现在了旅游业态
中。

白茶，正在为桑植增色。作为湖南
省茶叶重点产县之一，白茶成就了桑植
县“一主多特”产业格局的主导产业，
已基本形成八大公山出口白茶产业园、
人潮溪名优白茶产业带和洪家关休闲茶
园片的“一园一带一片”的业态。

洪家关白族乡是贺龙元帅故里，湘
鄂边界有名的红色小镇，也是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点之一。在伟人故里
追忆红色往事，再吃一顿“红军餐”，早

已不是在洪家关旅游的全部。
近年来，洪家关白族乡通过壮大茶

业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出了一批
绿色生态游、乡村休闲游的网红打卡
地。目前，当地已配套了有机蔬果采摘
园、绿色有机茶园、泉峪山体公园等多
个集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于一体的
生态旅游好去处。

在洪家关回龙村桑植白茶产业园边
的思家农庄，就着一杯茶的清香，草
莓、火龙果、西瓜等水果纷纷上市。“农
庄种植了白雪公主、越心、红颜、越
秀、香野 5 个品种草莓，来参观白茶加
工的游客，喝一杯香甜的桑植白茶，品
赏我们的农家水果。”思家农庄创办人李
仕胜言语中满是欣喜。

还有水田坪村，一片片茶园绿意盎
然，游客可以感受采茶乐趣；蔬菜地
里，紫茄子、红辣椒，长得正茁壮⋯⋯

以绿衬“红”，桑植围绕生态强旅打
造红色旅游“增长极”，以高质量的生态
资源为红色旅游赋能。红军体验园、红
色教育培训暨研学基地、柳杨溪旅游休
闲度假区、实竹坪乡村旅游精品景区和
一批集生态教育、生态科普、生态旅
游、生态保护、生态恢复示范等功能于
一体的生态景区成为当地新的旅游热点。

“桑植白茶”已经成了桑植的响亮名
片。作为中国白茶产业发展示范县，桑
植茶叶种植面积 7.95 万亩，加工主体 56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3 家，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 11 家，规模以上企业 9 家。拥
有“超白”“西莲云雾”“洪家关”“帅湘
红”等32个桑植白茶子品牌。

以白茶为旗舰，桑植打造“三叶两
材”（茶叶、烟叶、粽叶和食材、药材）
特色农产品方阵，实现白茶产值 5 亿
元，粽叶产值 3.5 亿元，稳定产烟 10 万
担，中药材2.9万亩，推动桑植蜂蜜、桑
植萝卜等生态食材及药材规模化、链条
化、安全化、绿色化发展。

峰连天际，茶翠地远，桑植展开了
一幅“茶山绿、瓜果香、农民富”的茶

旅新画卷。

绿发白，绿色茶旅沁心脾

“树上的喜鹊叫了，土家的贵客到
了。打起溜子迎贵客，端起香茶敬亲朋
⋯⋯”在桑植县茅岩河苦竹寨景区的游
船里、河边上、马灯旁⋯⋯一阵阵原生
态的歌声，陶醉了远方的游客。

民歌中的香茶，即是桑植白茶。桑
植素有“中国民歌之乡”之称，又是我
国白族的第二大聚居区，桑植白茶通过
白族儿女代代相传，将 700 余年的历史
与文化融入其间。桑植白茶结合白族文
化，确立了“风、花、雪、月”的产品
等级划分，为桑植白茶注入深厚的文化
内涵。

风情如何入茶？品桑植白茶，品得
是民族风情。

8 月 16 日晚，2022 年桑植白茶文化
节在我市举行。以“视觉、听觉、嗅
觉、感觉”为创意思路，打造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品茶盛会。《白茶恋歌》《桑植
白茶风花雪月》《真上好茶》《慈心如水
吾愿如茶》 等节目，将白茶的浪漫与桑
植民歌、古筝表演等完美结合，给游客
带来一场极具民族风情的体验，展现桑
植白茶文化的无限魅力。

时尚怎样入茶？品桑植白茶，品的
是现代时尚。

一代代桑植种茶人，在汲取传统白
茶文化精华的同时，力求与现代科技时
尚完美融合，引领潮流又继承传统。将
儒雅、睿智、飘逸、内敛的东方茶道精
神与现代的时尚、淡定、绅士的个性主
张相融合，在古老与时尚文化相互交融
碰撞中，打造出了中国最具传统和时尚
结合的桑植白茶品牌。同时，以至简工
艺，开发出了名优白茶、紧压茶等新产
品，实现“新工艺、老茶味”，融入了张
家界旅游产业链。

不仅如此，桑植白茶在茶旅融合的
道路上，开出了更多的芬芳。

桑植白茶产业的潜力和前景吸引着
年轻人来乡村实现梦想，黄骁、伍建、
唐鹏等一批“90 后”新鲜血液的注入，
在策划营销、打造品牌上有了更多新的
尝试。茶旅融合发展模式日新月异。旅
游白茶市场、原始森林野茶游、高峡平
湖贡茶游的开拓以及白茶与美食的深度
融合，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追捧。

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那是艺术
的想象；桑植县的“天上的街市”，才是
人间的烟火。位于澧源镇何家坪社区西
界之巅的天河农庄，海拔 1200 米左右，
一年中有半数日子沉浸在云雾里。

走进天河山庄，大红灯笼摇曳迎
客，上书“天上街市”4 字格外显眼。
连日高温炙烤下，这里更是人流如织：
儿童游乐园欢笑爆棚，悬崖酒吧和茶室
惬意温馨，就连正在修建的悬崖居民宿
和无边泳池，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占地 6000 余亩的天河农庄，先后引
进 5 家市场主体，累计投资达 1.5 亿元。
随着业态升级和服务精细化，天河农庄
将越来越像郭沫若笔下的“天上的街
市”。

一株白茶，丰富了桑植的色彩。
桑植白茶先后荣获“湖南十强生态

产茶县”“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大创新产
品”湖南省 2020 年首批“一县一特”农
产品优秀品牌和中国白茶产业发展示范
县等荣誉称号，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商标，成为湖南“五彩湘茶”标志性品
牌和省委省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五大茶
叶区域公共品牌之一。

随着央视一套党的二十大献礼剧
《麓山之歌》的热播，桑植白茶通过艺术
植入的方式，也为全国观众斟上了一杯
茶礼。近年来，桑植县每年投入资金
1000 万元以上，举办桑植白茶品牌宣传
推介活动，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打造
出了张家界农产品旅游名片。

白茶，又踏上了新的征程。桑植，
迈开了冲刺文旅百亿产业的铿锵步伐。

红、绿、白的交响
——“十大茶旅融合示范县”之桑植县

张笛 黄绥妤

“家家户户屋前屋后的变化
实在太大了，走一走，看一看，心
里都非常舒畅，我还以为自己走
错村了呢！”10 月 23 日，在长沙务
工的桑植县竹叶坪乡浸峪村村民
黎胜，回村时看到村里的环境时
欣喜地感慨道。据了解，这是市
委组织部驻浸峪村工作队探索建
设幸福美丽新浸峪的一个缩影。

今年 7 月以来，竹叶坪乡浸
峪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队的帮助
下，经竹叶坪乡党委、政府批
准，浸峪村陆续创新推出了 《关
于 加 强 班 子 建 设 的 三 条 措 施》

《关 于 加 强 财 务 管 理 的 三 条 措
施》《关于加强环境卫生治理的
三条措施》《关于加强文化建设
的三条措施》《党群联动“双积分”
制度》《关于推进集体经济与产业
融合发展的五条措施》六个方面
的制度措施，旨在进一步制定实
行简明、管用、系统的制度，不
断建强班子队伍、提升治理效
能，稳步实现善治、兴村目标，
打造具有浸峪特色的村级治理模
式，加快建成幸福美丽新浸峪。

今年以来，在市委组织部等
后盾单位的帮扶下，浸峪村建成
了市级美丽屋场创建示范点，自

启动“美丽屋场”创建以来，浸
峪村分别从生态停车场、垃圾岗
亭、竹篱笆、苗木、花卉、庭院
围栏等多方面进行改造建设。如
今，道路两侧摆上了鲜绿的盆
景，原先杂乱的菜地变成了分格
整齐的菜园，庭院外面围起了竹
篱笆，村民们也开始主动整理家
门口的杂物，打扫自家庭院。同
时，把乡村风貌提升与发展园林
产业结合起来，利用苗木园林基
地的盆景装点绿化通村公路，形
成一条“高颜值”道路，打造出“村
在树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
的美丽风光，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通过对村级班子实
行优化分工、层级管理和绩效考
核，村‘两委’班子凝聚力、战斗
力明显增强，就连不少村民小组
长都在发挥重要作用。又好又快
的建成了浸峪村美丽屋场，村民
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浸峪六策’已见
成效。”竹叶坪乡党委书记李忠
宪表示，下一步，该村将继续贯彻
落实“浸峪六策”的要求，常态化
开展美丽屋场活动，持续增强乡
村治理效能，提升村民群众的幸
福感，让村庄更有“精气神”。

建设幸福美丽新浸峪
王誉睿 高德军

金秋十月，朗朗晴日。在三合镇的
土地上，牧羊冲村的村民们正全力抗击
旱情、做好冬种冬修，心中倍感滋润。

这滋润，来自慈利县财政人的“浇
灌”。从去年 6 月份以来，慈利县财政局
驻三合镇牧羊冲村工作队深度融入乡村
振兴的发展大局，通过夯实基础设施建
设、聚焦茶旅产业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重
要举措，多渠道、多形式、深层次地助
推村民们增收，彰显了责任与担当。

走村入户解民忧
牧羊冲村有 11 个村民小组，329 户

1139 人，其中已脱贫户 65 户 250 人，监
测户 25 户 88 人。驻村后，工作队的第一
件大事就是做好村民的走访了解，仅用半
个月时间，就将全村所有农户全部走访一
遍，和村民建立互信感情，宣传相关政
策。时任驻村第一书记段传海在脱贫攻
坚期间就担任驻通津铺镇竹叶坪村第一
书记，有着和群众打交道的丰厚经验。

“他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了，就围着
村里周边散步，和路过的村民们拉家
常，家家户户的情况也基本熟悉，村民
们和工作队也相处得很好。”驻村第一书
记向武华介绍道，“我现在拿着‘接力
棒’，也更好地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想不到房子这么快就要修缮好了，
我是真的高兴。”家住 10 组的黎昌杰只
身一人，常年在外务工。驻村工作队发
现黎昌杰的房子年久失修，便迅速寻找
到人，为他讲政策、跑手续、争资金，
10月份已落成60平方米的新房。

今年 4 月份段传海退休后，向武华
带领着工作队加大对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易致贫户和因病因灾因重大意外事故
等导致基本生活出现的严重困难人口的
动态监测工作力度。随时发现，随即上

报，随即制定帮扶措施，做到了早发
现、早干预、早帮扶，解决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

茶旅融出富民路
三合镇牧羊冲村处于茶马古道核心

地带，千年古茶源远流长。目前牧羊冲
茶园面积 5200 亩，人人会种茶，户户有
茶园。

“我们要把村集体收入搞起来！”产
业兴，乡村旺。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一致认为，要充分发挥牧羊冲村的
茶优势，做好“茶旅融合”文章。

说干就干，在向慈利县财政局党组
汇报后，工作队制定了“四个一”规
划，即一个茶园观景台、一行茶园步行
栈道、一座手工制茶体验馆、一条茶旅
文化长廊。

经过实地考察，工作队和村“两
委”最终确定在村里开阔的地带修建观
景台，筹措资金 30 万元在今年 3 月份已
修建好，取名“望日台”。望日台是远近
闻名的观日点，看日出观日落美不胜
收，登上望日台放眼望去，万亩茶园尽
收眼底，日、山、茶，天地灵气汇聚于
此，经常有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茶园
步行栈道作为游客步行至望日台的观景
道路，也已筹措到资金 40 万元，计划两
期完成，已经完成了一期。

“在没有机器加工的年代，茶的生产
加工全靠手工，手工制茶作为全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已经具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共有采摘——摊青——杀青——散
热、揉捻——干燥、造型——提毫、烘
焙等六个步骤。”村书记黎昌本介绍道。
目前手工茶体验馆设施俱全，基本满足游
客们手工制茶体验。在这里，游客们可以
亲自采茶，制作出自己的手工茶送亲友，
从中了解茶艺、茶道，品一盏茶香，温一段
历史，感受中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村里成立张家界望日台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对村民的茶叶进行收购。现在
的牧羊冲村，已经初步变成以茶为载
体，集茶叶销售、茶园观景、餐饮住
宿、采茶民俗服装租赁为一体的新兴乡
村旅游点，村集体收入从之前的几万元
增加到如今的二十多万元。”驻村工作队
员张思红说，“此外，我们还和村‘两
委’一起，前往全县 26 个乡镇及街道办
事处销售茶叶，送货上门，大大提高了
牧羊冲茶叶的知名度。”

“我们的腰包慢慢地鼓起来了，别人
问我哪里的，我都说我是牧羊冲村的！”
家住 4 组的龚成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
豪感。

因地制宜惠民生
茶叶虽好，可是如何把茶叶更好更

快地运出去，又成了驻村工作队思考的
问题。通过召开几次屋场会，工作队了
解到了村民们希望解决茶园机耕道、更
好采茶运茶的迫切需求。

在今年年初，工作队就着手谋划机
耕道的事，经过多方考虑和结合资金情
况，确定优先解决 6 个组的茶园机耕道
问题，3 月份开始施工，到 10 月份已经
完全完工，共修建三条，解决了 500 余
人1200亩茶园的茶叶运输问题。

“我们一直就靠肩挑背负，一天下来
身体劳累，现在机耕道修好，可以骑着
摩托开着车来运茶，以前只能运 250 公
斤，现在可以运 500 公斤了，真的非常
感谢县财政局。”60 岁的洪朗云很满意
现在的生活。

面对今年的旱情，根据村里的自然
条件和用水情况，驻村工作队又筹措资
金11万元修建了11个水塔，对于没有水
源的地方，便采取上门送水的方式，解
决了全村的用水问题。

“旱情很严重，村民们的茶园受损面
积达到了 800 亩，我们除了及时保障人
畜饮水外，在村集体收入里还拿出了 10
万元用于购买茶苗，使村民们的损失降
到最小。”向武华的脸上仍面露忧色。

“虽然牧羊冲村的发展已经有了起
色，村民们的需求基本得到解决，但我们
仍会再接再厉，做好驻村帮扶工作。”驻村
工作队信心满满。下一步将继续做好防
返贫监测工作，努力筹措资金做好溪堤治
理、全村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抓好乡风
文明建设。打造茶园观光、茶园科普、茶
园认筹等一系列特色文旅亮点，让客人玩
得舒心、留得下、住得好。

牧羊冲里茶更香
——慈利县财政局驻牧羊冲村乡村振兴工作侧记

陈仕钊

村民们正在给油菜苗喷洒叶面肥。 长势喜人的油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