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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至 23 日，第二十三届湖南石门柑橘

节举行，以橘为媒，开展文艺演出、招商洽谈、专家

讲座、市场营销等系列活动。柑橘节热闹的背后，

是产业的红火。45 万亩柑橘，畅销全国，连续 55 年

对外出口，石门柑橘何以“长红”？

壮大：从农业点缀到产业支柱

“红红火火的橘乡，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村庄，

映红了山山水水……”本次柑橘节发布全新主题

曲《火红的橘乡》，连日来在石门大街小巷传唱。

“橘乡”已成为石门的别名。柑橘映红山水，也

正是当今石门的真实写照。

石门自古产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柑橘只是

农业生产的点缀。1949 年，全县仅有柑橘 1000 亩

左右，总产量 220 吨。

1962 年，石门县园艺示范场成立。次年，经农

技员梅伯银建议，石门引种栽培 5100 株“尾张”温

州蜜柑，千年橘乡开启“无核”时代。

梅伯银至今珍藏着 60 年前用来剪枝的剪刀，

清楚记得 1963 年 11 月 16 日这个日子：“就是那天，

我从常德园艺场引种首批无核橘苗。当时因为稀

少、好吃、产量高，县里积极推广。”紧接着，石门又

引进“宫川”温州蜜柑。

1968 年，50 吨石门蜜橘首次出口加拿大。出

口 1 吨柑橘换回 7 吨半小麦的效益，在石门掀起柑

橘种植的热潮。

经历了由行政推动集中发展，到家家户户自

主发展的两波热潮，1995 年，石门柑橘产值首次过

亿元。1999 年，全县柑橘面积发展到 25.4 万亩，产

值达 2.5 亿元，柑橘被定位为石门县农业支柱产业

之一。2005 年柑橘面积达 41.4 万亩，产量突破 25

万吨。

丰产并不意味着“丰收”。本世纪初，由于广

西、赣南、川渝等新兴柑橘市场飞速扩张，石门柑

橘生产效益不断下滑。2007 年，产地收购价降至每

公斤 1 元。

“从 2008 年遭遇特大冰灾开始，石门化危为

机推进柑橘品改，整合多个柑橘小品牌，统一使用

‘石门柑橘’地理证明商标。本土企业湘佳橘友农

业有限公司采用‘五统一、一分散’模式联农种植，

打造精品橘园。”石门县农业农村局柑橘办主任郑

家望说，石门柑橘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经过几代人努力，石门已成为湖南省柑橘种

植规模最大的县，柑橘产业已发展成为涉及区域

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柑橘成了石

门人的“黄金果”。

升级：从“卖不起价”到进军高端市场

作为石门早熟蜜橘主产区之一的楚江街道龙

凤社区，这些天外地客商纷至沓来。

“我们的柑橘在 2010年之前也曾滞销。”社区党

总支书记温超放说，近年来，社区一边推进柑橘品

改，一边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通过生态防控虫害、测

土配方施肥等，提升柑橘品质。目前，社区 5500亩柑

橘常规年产量1750多万公斤，年产值5000万元。

“今年柑橘品质好。大果价格稳定在每公斤 3

元。”龙凤社区的尚香柑橘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中

明告诉记者，北方客商喜欢小果，浙江、广东等南

方客商则偏爱优质大果。

“只追求规模、面积、产量，不计效益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我们要瞄准高档果品市场以及不同消

费群体的需求。”10 月 23 日举办的石门柑橘产业

高质量发展恳谈会上，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李大志

说，这是石门柑橘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力方向。

石门发展阳光 1 号、金秋砂糖橘、夏橙等新品

种，错峰上市。其中，湖南天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试种的“橘湘早”比普通石门柑橘上市时间提早 20

天，价格提高 30%。

近几年，全县建成柑橘类加工厂 182 家，采后

商品化处理生产线 192 条，柑橘商品化处理率达

75%以上。

在湘佳橘友智能优选区，记者看到，一颗颗柑

橘快速通过设备通道。技术员从电脑上随机调取

一只柑橘的数据，不同维度的照片迅速铺满整个

屏幕。

“设备在 0.1 秒内对每颗柑橘拍下 200 多张照

片，精准识别大小、颜色、外观瑕疵、病虫害表现

等；红外光谱技术则检测甜度、酸度和果肉健康

度。”湘佳橘友果品事业部经理贾开军说，分选出

不同级别果品，精准对接市场，今年 9 月，湘佳柑

橘首次自营出口加拿大，进入俄罗斯水果市场。

产销两旺，也得益于持续有效的市场经营。石

门通过举办柑橘节、产销联谊会等，擦亮产业品

牌。2022 年，“石门柑橘”品牌价值达 25.93 亿元。

前不久举办的“石门柑橘”北京推介会，现场

签订销售合同 12.8 万吨、6.5 亿元。柑橘节当晚，1

小时销售柑橘 12 万余公斤。

拓展：从单一产品到全产业链增收

“黄金果”再贵，也卖不出黄金价。为突破产业

收入天花板，石门围绕柑橘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

业附加值，提升综合效益。

石门县木桥柑橘专业合作社从农户手中收购自

然脱落的柑橘落果，初加工后供给医药公司，提取药

用活性成分。今年合作社落果交易量达1.5万吨。

湘佳打通土鸡养殖板块和柑橘种植板块产业

链，加工处理家禽粪污，制作柑橘专用有机肥，提

升柑橘果品质量，实现绿色种养循环。

石门“采橘游”、“橘”主题文旅活动兴起。10 月

21 日举行的千人“橙”跑，22 日举办的柑橘产业博

览会暨名优特农产品展销会，吸引大量市民、游客

参与，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石门柑橘已形成有机肥生产、柑橘种植、电

商物流、休闲观光等全产业链。柑橘产业日渐成为

富民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石门县委书记吴

兴国说。2022 年，全县柑橘鲜果产业实现综合销售

收入 16.24 亿元，礼品橘等加工营销增收 3.76 亿

元，实现落果、陈皮加工增收 1.16 亿元，带动餐饮、

住宿、采摘、运输及农化服务收入 7.58 亿元。据介

绍，该县还将不断补链强链，引进精深加工企业，

开发冻鲜果汁、果醋、果酒、休闲食品、医药原料等

产品，全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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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皇帝柑树叶黄了，应尽快把腐烂

的树根处理掉，不然无法为树干树叶供给营

养。”10 月 20 日，常宁市胜桥镇田园村的柑

橘园，常宁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总顾问、

老专家赵中福，正耐心给基地果农刘映讲解

技术要领。

赵中福今年 80 岁，熟悉她的人都亲切地

称她为“水果奶奶”。她 1963 年从长沙农校毕

业后分配到常宁工作，在常宁市农业局奋斗

了 27 年，后在常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

上退休。

“人虽然退休了，但为果农服务的热情

不能退！”退休 20 多年里，赵中福不但没休，

反而积极奔走于常宁村村寨寨各大果园，手

把手教果农嫁接、施肥、防病等技术，为果农

服务、解难。

“要是没有赵老师，就没有这片橘园！”

提起赵中福，胜桥镇同裕村福洪合作社负责

人、脐橙种植大户李福洪满是感激。

李福洪 2014 年初与赵中福相识。当时他

作为供销社下岗职工，在同裕村承包了 110

亩山地，第一期种下一片脐橙。“刚开始果树

长势很好，可几年过去，就是不挂果。后来，

果树都变得病恹恹。”这让李福洪大受打击，

心灰意冷。

李福洪尝试了许多“土办法”，试图救回

果树，但始终没有起色。正当准备放弃时，他

无意中打听到赵中福是位有着 30 多年经验

的果木专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李福洪拨

打了赵中福电话。

“我马上来！”接到电话，赵中福穿上雨

靴、戴上草帽，骑着电动车立刻赶往果园。

经过现场勘察，赵中福很快找到问题症

结所在。“他那里黄土土质比较好，也开垦成

了梯田，照理说适合各类柑橘种植，所以我

判断问题出在后期管理上。”赵中福随即提

出建议，除了常规移植措施，应再给果树补

硒，投入生物肥，补充有益腐杆菌，以活化土

壤，培肥地力。

在赵中福的技术指导下，李福洪果园的

果树发生神奇的变化——第一年活起来，第

二年长起来，第三年就挂了果。

“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满园脐橙，果

形、颜色都好，单株产量能达到 10 余公斤。脐

橙第一次挂果就被抢购一空。”回想起当时

的场景，李福洪依然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让更多像李福洪这样有需求的果

农能及时联系上自己，赵中福专门对接全

国 科 技 统 一 热 线“12396”。“ 果 农 遇 到 什 么

问题，只要拨打这个电话，我和其他老年科

技 工 作 者 就 会 第 一 时 间 赶 过 去 。”赵 中 福

说。

2020 年，赵中福从科技杂志了解到怀化

洪江的黄桃很俏，且非常适宜在常宁种植，

她便深入常宁各乡镇推广该品种。当时，板

桥镇长冲铺村种植大户许光文听到这一消

息，心动了，但他又担心外来品种不好种，踌

躇不定。

得知许光文的顾虑，赵中福带领许光文

等一批果农，前往洪江黄桃种植基地实地考

察。赵中福还结合本土市场需求和土地情

况，指导果农选择特早熟黄桃品种，并在经

营模式、种植方式、精细管理等方面提出建

设性意见。

“当时赵老师带我们去现场参观，我们

深受启发、信心倍增。”许光文说，2021 年 10

月他开始种植黄桃，次年 6 月就挂果，“现在

黄桃是我家的招牌水果，供不应求。”

像李福洪、许光文这样得到赵中福帮助

的果农还有很多。20 余年里，赵中福牵头组

建专业水果协会 8 个，帮扶板栗、柑橘、葡萄、

火龙果专业户等 170 余户，带动全市 180 余

个村、5 万余名农民种植水果发家致富。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赵中福，依然不肯

停下服务的脚步。她常说：“只要果农有需

要，只要我能走得动，我就会一直为果农服

务下去。”

最美 夕阳红

常宁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总顾问赵中福，退休
20多年，退而不休，手把手教果农嫁接、施肥、防病——

80岁“水果奶奶”仍然奔走田间地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13 位歌手向冠军发起冲击”“周三晚上，不见

不散”……

10 月 25 日晚，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将举行 2023

年“金洞村 K”歌唱总决赛，吸引了音乐爱好者的

目光，带动旅游升温，当地宾馆、民宿等预订一空。

这是金洞管理区以守护绿色生态为首要责

任，创新发展林上养蜂、林中药茶果、林下养殖、林

内休闲康养、林外加工的“五林经济”，走出护绿富

农新路子的一个缩影。

2022 年 11 月，金洞管理区成功入列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扔下伐木锯，为青山添景

金洞管理区前身为始建于 1954 年的金洞林

场，是全省最大的国营林场。过去，以造林、伐木为

主，林木品种、产业单一。

2015 年，国家实施国有林场改革。2016 年起，

金洞管理区的林木砍伐指标从以前每年 5 万立方

米降至 1.5 万立方米。

林场转型，林场职工纷纷扔下锯子斧头，当好

护绿人。

陶楚艳 1988 年参加工作，曾是伐木工人，现

在，他是晒北滩瑶族乡森保办主任、护林队长，守

护森林安全。陶楚艳告诉记者，他 2005 年任护林

队长以来，全乡没有发生一起零星森林火灾。

金洞管理区以连绵林海为底色，大力调整林

种结构。通过种植楠木、阔叶林等，改变以前单一

的杉木林结构，打造森林景观。

金洞境内有 18 条大小溪流 ，曾因小水电开

发、非法采矿采砂、乱排乱倒等，受到污染。

管理区痛定思痛，铁腕治水、用情护水，全面

完成小水电清理和河流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再

现水清岸绿。

如今的金洞，山更青，水更绿，景更美，“春赏

花、夏亲水、秋揽胜、冬养生”的绿色生态优势越发

凸显。

金洞管理区森林覆盖率从 2015 年的 77.2%增

加到目前的 88.74%，境内水质长期保持Ⅱ类。该管

理区先后荣获中国楠木之乡、全国楠木康养特色

小镇试点、中国森林康养林场、国家水利风景区等

十余个“国字号”生态品牌。

发展林业经济，走稳增收步伐

金洞管理区大力发展“五林”经济，引导广大

农民转型发展，实现稳定增收。2015 年，金洞农民

人 均 纯 收 入 7936 元 ，2022 年 ，人 均 纯 收 入 实 现

16730 元。

桂花香，采蜜忙。

10 月 23 日，晒北滩瑶族乡晒北滩村村民杨明

旺忙着割蜜。几年前，已经 40 多岁的杨明旺为林

木砍伐指标减少而茫然：自己生在大山，长在大

山，没有其他的特长，今后怎么办？

当地干部发现杨明旺在劳作之余养蜜蜂，动

员他扩大养殖规模。

杨明旺担心：能行吗？

管理区、镇村干部带着杨明旺外出学习，帮着

联系专家，他养殖蜜蜂的规模逐年增加。到目前，

杨明旺养殖蜜蜂 300 箱，蜂蜜供不应求。

秋风里，药材香。

10 月 24 日，晒北滩瑶族乡野株源村村民邓明

宝，交售完今年收获的药材，进账不少。邓明宝高

兴地说，不砍树，也能增收。

几年前，金洞管理区干部动员邓明宝在林下

种植黄精、白术、仙茅等，他很犹豫。后来，抱着试

试看的心情开始种植，如今，已见成效。

跑山鸡，不愁销。

石鼓源乡鸭婆凼村养鸡大户陈晓娜，一大早

进山捉鸡捡蛋，她告诉记者，鸡在山上跑，品质好，

每年销售鸡 2 万多羽、鸡蛋 20 多万枚。

旅游业，年年旺。

金洞美景，带动湘商回归。小黄司河村独特的

山水资源，吸引金洞籍青年企业家黄菲回乡投资，

建设三公垒瀑布群景区，游客慕名前来。金洞籍能

人谭春桥返乡打造“在云端”高端民宿，刚试营业，

订房不断。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今年 7 月，金洞连续举行

14 场“村 K”歌唱比赛，走红网络，游人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管理区新建、改造、提质 30 家民宿、农

家乐、酒店。

抓加工，增效益。

通过深加工，实现木材的边角废料再利用；依

托良好的水资源，打造饮用水品牌；发展竹笋、腊

肉等农副产品加工……到目前，金洞管理区发展

木材精深加工、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12 家，昔日不

起眼的山货，成为城里人争先购买的商品。

湖南日报 10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庭院里，天竺

葵 、紫 茉 莉 、鸡 冠 花 趁 着 秋 日 暖 阳 竞 相 绽

放……今天，参加第四届“湘”当自觉自信自

强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乡村振兴阔步

行”的媒体记者走进保靖县复兴镇甘溪村，

被美丽的村容村貌吸引。

“这都是村规民约的功劳。”74 岁的村民

滕飞书说。甘溪村是一个土家族、苗族、汉族

等多民族聚居村，曾是有名的“难管村”。从

前，村民随手乱丢垃圾，到处散发出一股难

闻的气味。

省委组织部派出的乡村振兴驻村帮扶

工作队驻村后，从乡风文明和人居环境整治

入手，召开村民大会，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的 基 础 上 ，制 定 村 规 民 约“ 红 十 条 和 蓝 十

条”，推出红榜和蓝榜。红榜表扬先进事迹，

蓝榜晒出不良陋习。通过推行积分管理制，

定期进行卫生考评，对先进个人和家庭进行

表彰，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记者在红、蓝榜上看到，今年 8 月份，甘

溪村遭遇特大暴雨，村民杨芳、吴绍兴、滕树

奎等人主动冲洗道路，上了红榜。10 月 1 日，

甘溪村二组道路边有村民随便丢弃垃圾，上

了蓝榜。

在红、蓝榜的激励、督促下，近两年，村

民主动拆除 32 间废旧屋棚、117 个脏乱鸡圈

鸭舍。去年，甘溪村进行村内道路改造，村支

书刘宏霞带头拆除自家房屋，其他 12 户村

民主动退让土地，上榜红榜，被表彰为“支持

村庄建设示范户”。红、蓝榜推出 1 年多时间

来，全村有 900 余名村民上了红榜，获得了

积分。

“现在上红榜的越来越多，上蓝榜的越

来越少。”刘宏霞说，红、蓝榜为甘溪村带来

了一股文明新风。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孟姣燕

见习记者 于淼

不闻人语响，但见机械忙。10 月 24 日，走

进长沙市望城区四万亩高标准农田，记者看

到，金灿灿的稻田中，无人驾驶收割机正有条

不紊收割稻子。收割机存储仓储满后，自动通

知无人驾驶运粮车来接粮食。

这里是全国首个全程无人操作的双季稻

无人农场。农场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结合

物联网技术手段，融合无人农机、遥感监测等

先进技术，搭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精准农情遥

感监测系统、农机无人操作系统、大田精准灌

溉施肥系统，集成一个大智慧农业平台。

“有了北斗帮忙，种田收割不下地。”种粮

大户肖定说，传统稻田插秧、耕种、植保、收割

大约需要 8 人。在无人农场，只需 2 人操控系

统即可完成。不止收割智能化，无人农场实现

实时监测田间情况，无人机自动打药施肥，按

时按量灌溉农田。

长沙市望城区农机事务中心产业发展科

科长李政姣说，望城区大力推广搭载北斗导

航终端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农业机具，

在全区农业生产各环节广泛使用，北斗已全

面应用于水稻生产的耕、种、管、收、智能化育

秧等各环节，在农业精准作业、农机管理应用

等方面效果良好。目前，全区已装配各类北斗

农机终端突破 500 台（套），累计监测作业面积

20 多万亩。

保靖县甘溪村：

红榜蓝榜带来新风尚

45万亩柑橘，畅销全国，连续55年对外出口——

石门柑橘何以“长红”

从造林、伐木，到护林、发展林业经济，永州市金洞管理区守护
绿色生态，走出护绿富农新路子——

喜看青山变“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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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 共北斗

棉花朵朵开棉花朵朵开 丰收乐开怀丰收乐开怀
10月 24日，嘉禾县坦坪镇山下窝村，村民在采收棉花。金秋时节，该镇2000多亩棉花

进入成熟收获期，当地村民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棉花。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家璇

将两腿分开与肩同宽，弯曲膝盖下蹲，

双手托着小琦（化名）的大腿根部，往上用力

一举，确定小琦用双手环住自己的脖颈“坐

稳”后，再托紧她的臀部，缓缓直立起来，迈

出稳稳当当的一步又一步——这是熊莎莎

三年来，几乎每天都要重复多次的动作。

10 月 19 日，在长沙录制的 2023 年全国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正式播

出，来自湖南衡阳县的女孩熊莎莎便是被表

彰的优秀少年之一。读初一时，她主动提出

做患有先天性肌无力的同学小琦的“小拐

杖”，背着她从宿舍走到教室，从操场走到厕

所……三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要将重心集中在身体中央。双腿间蹲

得太宽或太窄，都会导致重心不稳，容易摔

跤。”在完成录制从长沙返程的车上，熊莎莎

详细地分享她的“省力心得”。

三座的后排车厢，熊莎莎、带队老师、记

者三人刚好挤下，只留丁点儿空隙。如此近

的距离，让记者看清了莎莎纤细的手腕——

她这么瘦，却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同学上下

学，累不累？

“累。”莎莎回答得很直率，“但一看到她

的笑脸，就忘记了累。”她扭头朝记者笑了

笑，夕阳透过车窗洒进来，给她的马尾镶上

一层暖暖的金边。

“只要小琦需要，我就会随时出现在她

身旁。”莎莎说，她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帮助

小琦打好热水，洗漱、穿衣、叠被，争分夺秒

地把她背到教室上课，动作娴熟，一气呵成。

课间，莎莎还会带着她上厕所、跟同学一起

玩猜谜语……两个人吃饭、学习、休息都形

影不离。

两人就读的清潭中学位于山区，从宿

舍楼到教室不到 300 米，却要爬 3 段陡坡、8

段阶梯。如果实在体力不支，莎莎便会一只

手拉着小琦，另一只手扶着栏杆借力，上一

层 楼 就 休 息 一 会 儿 。速 度 虽 慢 ，但 从 不 言

弃。

每天中午 12 点，下课铃声一响，熊莎莎

便带着两个饭盒奔向食堂。她总是迅速地

吃完饭，再迅速打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给小

琦送去。

看到莎莎每天这么辛苦，小琦常常会感

到愧疚。“既怕耽误她上课，又怕摔倒了让她

受伤。”她心想，那就干脆少喝水、少上厕所，

不必要时不走动。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天夜里下着小

雨，莎莎背着小琦去上厕所。路上灯光昏暗，

湿滑的青苔布满路面。莎莎脚底一滑，身子

控制不住地后倒，摔在了小琦身上。

“我还没来得及哭，她反倒哇哇地边哭

边找老师来帮我。”小琦回忆，在家里调养

了好几天后返校上课时，发现自己课桌上

贴有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 10 个大大小小

的“对不起”，一笔一划满是莎莎的歉意与

自责。

“不要忘记——你心疼的人，她也很坚

强。”小琦翻开日记本，写下了她不好意思当

面诉说的话。那时起，两人便约定，初中毕业

后要一起考上好大学，无论发生什么，都要

勇敢而乐观地生活。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莎莎

对这句小琦分享的诗印象深刻。她告诉记

者，希望小琦的腿能快点好起来，两人可以

一起徒步漫游，看看外面美丽的世界。

“一看到她的笑脸，就忘记了累”
——记2023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熊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