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了产业 美了乡村 富了百姓

乡村振兴加速跑 秀美画卷渐次开

之乡村篇

（制图/张渝婧）

总面积 256 平方公里，其中林地
面积184平方公里。11座中小型水库
积蓄着能量，日夜滋养着这片土地和
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位于桃源县西北
部的龙潭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也是
全市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初冬时
节，记者来到这里，看见各项基础建设
热火朝天，产业发展来势渐好，全域旅
游已见雏形……

截至目前，全镇1591户4785人已
成功脱贫，9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
发生率由2014年的21.4%降为现在的
零，走向小康生活，村民们正阔步前
行。

偏僻之地 不再遥远

龙潭镇山丘间布，交通阻隔一度
是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瓶
颈。“抢抓机遇，自我加压，一定要完善
龙潭镇的交通基础设施，为全镇‘十四
五’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镇
党委书记王杰给全镇领导干部发出了
动员令。运输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
员挥汗如雨，龙潭镇的基础建设，已经
形成了多点开花的局面——

桃源至龙潭公路对龙潭镇来说有
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桃源至龙潭公路
一期工程已经完工，2019年10月实现
了通车，镇里与县城只需要30多分钟
的车程；二期工程的进度目前已达
70%，预计 2021 年 7 月完工。工程完
工后，将为沿途佘家坪、龙潭、观音寺、
理公港等乡镇带来交通便利。

镇党委抓住漆伍公路升级改造的
机遇，自筹资金800多万元，对集镇同
步升级改造。“全长2.5公里的街道全
线拓宽2米，完善区域内给排水系统，
改造 5 公里人行道，增设盲道及消防
设施，完善整个街道的亮化、绿化工
程，计划安装太阳能路灯260盏，栽种
绿化树 300 棵，提升集镇的承载能力
和吸附能力。”

从主干道到集镇街道即将迎来一
场蜕变。夯实基础之后的龙潭，一定
会走得更远、更稳健。

群山绿树 披金戴银

我们来到龙潭镇时，瓜果飘香的
季节已过，但满山的茶花依旧怒放，释
放着这片山水的勃勃生机。

镇长钟建波介绍，龙潭镇海拔在
600米左右，且富含硒元素，镇党委政
府因地制宜，决定发展高山富硒产业，
梨树垭村受益多多。“走，带你们看看
咱村的富硒产业。”从村部出发，大约
10 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一座山
头。梨树迎风摇曳，新修的水泥台阶
还发着光泽，顺着台阶往上走到山顶，
漫山遍野的梨树尽收眼底。“这个梨园
基地是 2016 年开辟新建的，占地 300
亩，主要栽种‘六月雪’和‘脆瓜梨’两
个新型品种，属于市、县扶持的扶贫产
业项目，覆盖贫困户90户、318人，2021
年进入丰产期，将年产鲜梨10万公斤
以上，为贫困户年均增收 5000 元以
上。”

梨树垭村的产业亮点远不止一
处。2018年4月投资兴建的100亩猕

猴桃产业园明年也开始挂果了，年产
猕猴桃约20万公斤，产值达400万元；
今年兴建的富硒云雾茶园面积达330
亩，3年后受益，预计年产值达160 万
元……梨树垭村党支部书记徐建华告
诉记者，村里建立了合作社，这些种植
产业都是村集体经济产业，村民们除
了从合作社分享收益外，有的还以土
地入股分红，有的获得务工报酬，“随
着这些产业落地见效，村民的收入会
一年更比一年高！”

梨树垭村的发展只是龙潭镇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龙潭镇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生产的富硒茶油、富
硒红薯、有机黄菊等一批农副产品已
经走出山村，在市场上打开了知名度，
每年的产值达 200 万元，村民人平增
收近2000元。

拉开珠帘 显露娇颜

“十三五”即将圆满收官，“十四
五”的蓝图即将铺开，龙潭镇和其他乡
镇一样，脱贫攻坚之后，必须要破解乡
村振兴的课题。

王杰介绍，对龙潭镇来说，打造全
域旅游是个不错的选择。“龙潭镇有高
山风电、梨树垭峡谷、竹海、百年古树、
梁皇殿古寺群等一系列丰富的旅游资
源。龙潭镇党委、政府为推进小规模
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融合发展，多方筹
措资金，修建了金龟山健身公园，开辟
了杨家山登山线，打造了梨树垭梨园，
修复了梨树垭至马尾洞、团象溪水毁
公路。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景点、景区
的硬件得到明显增强，成效喜人。目
前，小洑溪罗家湾码头已列入沅江风
光线的整体开发之列；梁皇殿秋色列
入桃源新八景候选景点。”

在梨树垭村村部的前坪上，一排
易拉宝广告架整齐地立在那里，引
得过往行人驻足观看：中南五省杉
树王、城门沟溪流、梨园观景台、马
尾洞瀑布、团象溪……今年“五一”
期间，大约 300 名外地游客慕名到梨
树垭村旅游，吃住购一条龙的消费，
让村民感受到旅游带来实惠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接待能力不足的压力。
梨树垭村村主任朱新建感慨，形势的
发展倒逼自身要提升，“目前村游客
接待中心只有 10 多张床位，我们还
要动员、扶持有条件的村民把农家乐、
民宿开起来。”

王杰说，进出的道路拉通了，富民
的产业建好了，今后，要进一步强化基
层党组织建设，确保治理更加有效，乡
风更加文明，通过打造全域旅游，促进
乡村振兴。“明年7月桃龙大道拉通后，
从常德市区到龙潭镇只需1个小时的
车程了。届时，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住
上几天，深度体验生态龙潭游，让每一
位游客都能欣赏到美景，品尝到美味，
收获到好心情！”

龙潭镇：一潭活水绕村流
□本报记者 陈言谟 孟令坤 通讯员 佘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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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闻

本报讯（记者 罗朝阳 通讯员 秦佳婷）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11 月 27 日
在重庆开幕。常德 14 家农业企业组团参展，
常德香米、常德茶油、常德红茶等特色农产
品纷纷亮相，讲述“常德品牌·中国品质”的
常德特色农业品牌故事。

当天，副市长龚德汉巡馆，对我市参展
商品品质和展馆个性化布置给予了高度评
价。据了解，此次农交会由农业农村部、重

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展期 4 天，共有 1.2
万余家企业携 8 万余种展品参展，吸引各地
专业采购商超 4 万人。

在常德展馆内，常德兴隆米业、常德永
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桃源县君合野茶开
发有限公司等 14 家常德农业企业带来的常
德香米、常德红茶、腊肉腊鱼、酱板鸭、常德
米粉等特色农产品深受客商好评，洽谈合
作、咨询购买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农交会为

我市农产品打开中西部市场、融入“一带一
路”提供了良好契机，有利于进一步叫响常
德农业品牌，扩大销售市场，实现常德农业
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当天，龚德汉在与参展商进行详
细交流时指出，常德参展企业要在技术引
进、产品营销、品牌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把品牌做大做强，着力提升我市农
副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

常德农特产品亮相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本报讯（记者 李萌）昨日，我市召开市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动员会，全面动员和部署市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副市长尹正锡出席会
议并讲话。

我市示范片区和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以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为
基本类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市城区公共机构
和示范片区可根据生活垃圾产生情况在上述基
础上确定具体分类类型。今年年底，市城区公

共机构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武陵区芷
兰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尹正锡强调，垃圾分类意义重大，必须提高
站位、深化认识。各级各单位要认真研究、强力
推进，尽快补齐短板、解决难题、跑步前进，力争
形成可供全省乃至全国推介的“常德经验”“常
德模式”。垃圾分类势在必行，必须突出重点、
主动作为。要建立健全垃圾分类收集责任制和
收运网络，深入践行低碳生活、适度消费理念，

加强日常监管，严格分类运输，完善分类处理，
到2025年，形成类别齐全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设施体系，满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垃圾分类惠民利民，必须强化措施、确保实效。
要把垃圾分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部门协作，倡导全民参与，让生活垃圾
分类成为全员参与的新时尚。同时，要落实资
金保障，强化法规执行，严格督导考核，打好打
赢生活垃圾分类的开局战、持久战。

今年底市城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昨日，乔家岗村就业
扶贫车间，村民正在忙
碌。鼎城区委驻乔家岗村
扶贫工作队及后盾单位和
乔家岗村民委员会共同出
资20万元，与常德市康亚
格注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
标准化扶贫车间，年产值
500万元，吸纳当地多名
已脱贫贫困户就近就业。

本报记者 李龙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浪 通讯员 彭薇
凝 张洋）昨日，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隆重表彰
抗疫先进个人和集体。我市于奎等
55名同志获“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称号；常德市第二人民医
院党委等17个集体获“湖南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澧县人民
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一线临时党支部
等 6 个党组织获“湖南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贵大旺等 8 人获“湖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常德抗疫英雄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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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晟）初冬时节，寒意
渐浓，沅澧大地的乡村振兴主战场上迸发
勃勃生机：前方，常德香米、常德油茶、常
德红茶、常德畜禽水产等常德优质农产品

“奔赴”重庆，亮相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后方，蔬菜长势喜人，鱼跃猪壮，鸡鸭
成群，车间里忙着生产，人居环境争优评
先，农户收入节节攀高。

“十三五”期间，全市着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步伐显著加快，乡村振兴片区
建设形成示范效应。特别是近三年，着
力推进乡村振兴“4+9”示范片区建设，其
中，市县共建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西湖管理区和西洞庭管理
区“四大示范片区”，9个区县（市）自主创
建1个示范片区。示范片区共涉及村居
190个，总面积1307.25平方公里，部分项
目目前已经形成建设实物量。

产业兴旺上台阶。畜牧水产业撑
起全市第一产业的半壁江山。2019年，
养殖业实现总产值 318.6 亿元，其中牧
业产值253.9亿元，增长0.9%，渔业产值
64.67亿元，增长5.7%，占农业总产值的
45.4%；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总产底
线，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今年
全市粮食种植面积达910万亩、总产超
过380万吨。全市现有油茶面积近200
万亩，预计茶油产量近2万吨，现有常德
香米地理标志品牌一个、地方品牌一
批；破解“谁来种粮”难题，大力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今年3月，全市农
民合作社发展到6337家、注册家庭农场
发展到 6569 家，较 2015 年分别增长
116%、1140%，经营土地规模接近100万
亩。大力推进农机装备转型升级，提高种
粮效率。至2019年底，常德农业机械总
动力达到652万千瓦，比2015年增长24
万千瓦。全市主要农作
物综合机械化作业水平
达 68.19%，比 2015 年增
长 7%。今年 4 月，湘佳
牧业成功上市，被赞誉为
中国鲜禽上市“第一股”。

生态宜居换新貌。
2018 年，全市启动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按照“片区示
范、百村创建，村村整治、全域推进”的
思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农村面貌焕
然一新。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常德目前
共有150个乡镇，770个村全面启动。“户
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1675个
行政村配备农村环卫保洁岗位，建成乡
镇垃圾中转站212座，农村生活垃圾得
到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达到100%。稳步
推进“厕所革命”。按照“示范先行、突
出重点、带动大面”的原则，常德高标准
高效率推进“厕所革命”，截至今年上
半年，共计完成厕改任务 28.3 万余座，
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8.2%。扎实开
展村庄清洁。以武陵区芦荻山乡等 10
个乡镇为示范点，全面推进环境卫生

“三面五清”（即地面、墙面、水面，垃圾
清运、地面清扫、水面清洁、墙面清理、
违章建筑清除）。市里制定任务清单，
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各地因地制宜，共
绘乡村美景。

收入递增奔小康。乡村产业加快
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已经
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和乡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全市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5 年的 11744 元增
加到2019年的16484元。2020年，全市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
长 ，前 三 季 度 达 到 13012 元 ，增 长
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5 年 的 24513 元 增 加 到 2019 年 的
33896 元，2020 年前三季度达到 27920
元，增长4.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
缩小，由2015年的2.09∶1下降到2019年
的2.06∶1。

产业兴、环境美、农民腰包鼓起来，一
幅秀美的沅澧乡村画卷正在逐渐铺开。

本报讯（记者 李显鸿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临澧县把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
实，截至昨日，该县全面完成 2021 年
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任务。

临澧县提前部署，及早谋划，在
省市召开发行工作会议的当天，便
将上级会议精神汇报给县委主要负
责人，争取工作支持。为做好 2021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临澧及时
召开全县党报党刊工作调度会，加
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确定订
阅范围，分解发行任务。全县各级

党组织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亲
自部署调度，宣传部门、邮政部门和
行业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
及时掌握报刊发行进度，扩大党报
党刊覆盖面，确保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按时完成。在全县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调度会召开当天，望城街道、停
弦渡镇、县人大办、县教育局等单位
就率先完成了征订任务。目前，主
动订阅党报党刊、利用党报党刊丰
富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拓展其政
治理论素养已成为临澧各级党组织
的一种政治自觉行动。

临澧全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