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2月

28 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莉）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促 进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省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明 确 提 出 ，着 力 打 造 湘

茶、湘果、湘菌三大千亿产业，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省供销合作总

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湘凌

表示，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部署，湖南供销依托特色优势资

源，打造三大千亿产业集群，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更

好发挥服务“三农”生力军作用，

推进乡村振兴。

巩 固 提 升 千 亿 湘 茶 产 业 。

按照省政府千亿湘茶产业发展

规 划 ，省 供 销 社 以 省 茶 业 协 会

为 抓 手 ，发 挥 省 茶 业 集 团 的 行

业龙头作用，围绕湖南红茶、安

化黑茶、潇湘绿茶、岳阳黄茶、

桑植白茶，培育“五彩湘茶”公

共 品 牌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从“ 规

模、速度”的扩张向追求“品质、

品牌、效益”转变，实现湖南茶

产业创新、绿色、高质量发展。

助力打造千亿湘果产业。充分发挥全省供

销系统农产品流通网络优势，加快农产品批发

市场升级改造，着力促进特色水果销售。省供销

社旗下的果品协会利用展会平台，引导优化产

业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扩大产业规模、提高湘

果市场竞争力。全省重点打造“怀橙”“炎陵黄

桃”“雪峰蜜橘”等 20余个水果品牌。

培育发展千亿湘菌产业。发挥省食用菌

研究所的科技支撑力量，开展食用菌种源“卡

脖子”技术攻关，建设全省乃至中南地区食用

菌种质资源库；发挥省食用菌协会的作用，加

大产品研发和技术推广力度，打响“湘菌”公

共品牌。整合全省食用菌产业资源，打造食用

菌产学研联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振

兴湘菌”产业专项行动落实落地。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卓萌

鲁融冰 李杰 通讯员 张友亮

“春撒一把种，秋收一仓粮。”常德拥

有耕地 759 万亩，大部分为洞庭湖淤积平

原，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全市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连续 17 年居全省第一，油菜、

蔬菜、水果、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居全

省前列。

2 月 23 日至 26 日，记者穿行在沅澧

大地。乍暖还寒时节，田野早已热闹起

来。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人们抢抓春时

办农事。

“工厂”育苗忙

2 月 23 日，汉寿县永鑫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播种

玉米。只见他们将种子撒进点籽盘，前后

摇晃两三下，再把点籽盘扣在育苗软盘

上，轻按开关，一粒粒种子就准确地落入

软盘。

合作社负责人何进勇一边将布好种

子的软盘依次摆好，一边告诉记者：“以

前点籽都是手工操作，一张软盘 105 个

孔，熟练工人完成一张也要 2 分多钟。现

在 用 上 点 籽 盘 ，点 籽 速 度 提 升 70% 以

上。”

永鑫蔬菜合作社今年新建 40 亩育苗

大棚，除培育玉米苗外，还育有大白菜、

苦瓜、南瓜、辣椒等 16 种果蔬苗。记者看

到，大白菜大棚里绿意盎然，长势喜人，

再过四五天就可上市。

入春以来，汉寿县蔬菜种植基地坚

持“早”字当先。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丁立君介绍，目前汉寿有 1.2 万亩大棚，

全县 45 万亩早春蔬菜全部实现大棚育

苗，为今年的春耕生产打牢基础。

春耕深一寸，可顶一遍粪。安乡县安

康乡轩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智能化育

秧大棚里，负责人周建国正指挥工人犁

田建垄。今年，他承包了 4000 多亩水田，

全部采用大棚育秧。

合作社是“工厂”，大棚似“车间”，苗

床赛“车床”。周建国介绍，育秧将从 3 月

中旬开始，使用智能化育秧大棚，能有效

避免自然因素造成的早稻秧苗发育不良

等问题，提高存活率，为早稻种植提供高

品质秧苗，有助于实现育秧、移栽、收割

全程机械化。

2 月 21 日，中央 1 号文件发布，稳定

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常德坚持早筹划、早部

署、早落实，着力推进春耕生产，将粮食

生产目标层层细化分解到县、乡、村、组、

大户；对早稻集中育秧、办点示范等提出

明确要求，力争通过稳早稻实现增面积，

确保全年粮食总产、面积“双增”。

常德加大农资保供力度。全市已预

备杂交早稻种子 97.7 万公斤，常规早稻

种子 1467.9 万公斤，通过外地调运、制种

回流、储备使用、自留挖潜等方式，确保

3 月 15 日之前春耕农资全部到位。

“铁牛”闹春耕

2 月 23 日，记者来到桃源县枫树乡

丰佳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10 多台旋耕

机、抛秧机停放在前坪，接受“体检”。再

过几天，这些“铁牛”将撒欢田野，大展身

手。引擎轰鸣夹杂着欢声笑语，汇成一首

“铁牛”闹春曲。

“大到发动机，小到皮带、轴承甚至

螺丝，都要全方位检查，确保机器不带病

上场。”抛秧机旁，中联重科农机销售区

域负责人张泽民告诉记者，除维保、调试

外，今年还按总部计划，为每台抛秧机增

加喷淋系统，确保抛秧更加顺畅。

丰 佳 农 机 合 作 社 现 有 农 机 47 台

（套），理事长娄言明是桃源县种粮大户，

更是农业机械化作业的受益者。“如果没

有农机，别说全社的稻田，我自己承包的

3560 亩，都不知道要多少人力才能完成

耕种。”娄言明笑着说，以前耕田要先喂

牛，把牛养壮，现在是检修“铁牛”。

为全面做好春耕备耕，桃源县农机

事务中心牵头，组织 4 个服务小分队，对

全县 70 多家示范合作社开展农机检修保

养“上门式”服务。

县农机事务中心负责人陈华文告诉

记者，今年将加大新机械推广力度。“一

台抛秧机 14 多万元，去年在国补、省补

后，县里还补贴 6 万元，农户实际出资约

2 万元。今年县补力度只增不减！”

记者从常德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为

打好粮食生产主动仗，常德新增、检修农

机具 3.6 万台（套），共准备农机具超过 10

万台（套）。全市 464 家省级现代农机合作

社已全面投入春耕备耕。

机械化向纵深推进，加速农业现代

化进程，推动粮食经营主体、生产形式的

转变。2020 年，全市有 30 亩以上种田大

户约 2.5 万户，流转耕地 261 万亩。今年，

该市将健全“企业+合作社+大户”经营

模式，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社、农机合作

社、种粮大户等经营主体，鼓励推动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

规模经营、机械作业、科学管理，将

农民从繁重的传统耕作中解脱出来。农

民种上了“懒汉田”，“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的辛劳已成历史，“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的闲适成为现实。2020 年，

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近 4 万人，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1.8 万 元 ，增 长

8.9%。

种橘有妙招

春节一过，石门县 44 万亩柑橘地便

掀起春季综合培管、建设高标准橘园的

高潮。

2 月 26 日，新铺镇青狮岭村，村民忙

着给柑橘杀虫灭菌、翻土、剪枝、施肥，田

间地头热火朝天。

新铺镇是石门柑橘主产乡镇，今年

计划在现有柑橘 2.6 万亩的基础上，新发

展和提质改造橘园 1.2 万亩。据镇党委书

记覃波介绍，全镇已组织有机肥料 3000

吨，准备优质早熟蜜橘、纽荷尔脐橙苗木

6 万株进行品种改良。清沟沥水、翻耕、新

植等作业如火如荼。

当前，石门县橘园提质改造的最高

标准是“智慧”橘园。走进秀坪园艺场现

代化高标准智慧橘园，记者看到大片橘

树排成行，黑色防冻膜护着果树不受低

温侵害，工人们忙着除草、浇灌。园中矗

立着传感器，园区智慧物联网控制中心

管理人员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空气温

湿度、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等情况，及

时作出调配决策。

湖 南 杨 氏 鲜 果 有 限 公 司 流 转 土 地

1 万多亩，建设高标准基地。基地智慧橘

园栽种了大分四号、大叶纽荷尔脐橙、锦

蜜冰糖橙等近 10 个优良品种 50 多万株。

公司技术总监王世光介绍：“高标准

基地项目按照柑橘全产业链布局，实现

物联智能化、水肥一体化、农事机械化、

管理科学化。”运用物联网技术和云上大

数据，实时监测果园环境，进行科学培

管；园区视频系统和产品溯源系统，确保

果园生产培管透明度；水肥一体化，大幅

度 提 高 果 园 抗 旱 灾 能 力 和 精 准 施 肥 保

障。

近 年 来 ，石 门 县 坚 持 产 量 、质 量 双

管齐下，品牌、品位同步提升，柑橘品牌

价值突破 20 亿元。该县柑橘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全县计划新增优质柑橘基

地 2 万亩，改造橘园 2 万亩，绿色食品认

证面积达到 10 万亩；建设 100 万株优质

无病毒种苗繁育基地，新建一个现代化

商品化处理中心；各乡镇建设一个 100 亩

标准化示范园。预计年产量超过 40 万吨，

鲜果收入达 9.5 亿元。

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第一年，常德人写给大地的情

诗，将随着种子、秧苗投入沅澧大地的怀

抱。不久，它们便会带来大地的回信和最

丰厚的馈赠。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28

日讯(记者 龙文泱)26 日，文化和旅

游部艺术发展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

“中国艺术头条”发布通知，宣布文旅

部将于 3 月 2 日至 4 月 15 日举办全国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演播活动。全

国共有 36 部舞台艺术作品入选，其

中，湖南花鼓戏《桃花烟雨》入选。

本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优秀舞

台 艺 术 作 品 的 引 领 示 范 作 用 ，用 优

秀创作成果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创 作 工 程 、国 家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创 作 扶 持 工 程 、中 国

民 族 歌 剧 传 承 发 展 工 程 、时 代 交 响

——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

划中遴选 36 部作品进行网络演播。

以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作为

视 频 播 出 主 平 台 ，统 一 发 布 参 演 剧

目 全 剧 视 频 和 导 赏 信 息 ，免 费 供 观

众观看。

《桃花烟雨》由湖南省花鼓戏保

护传承中心创排，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故事为

蓝本，通过演绎三对爱人之间的感情

故事，剖析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

中，人们主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意识是

如何被唤醒的。该剧曾获得第 23 届

曹禺剧本奖。

沅澧大地春之诗
——常德各地抢抓农时开展春耕备耕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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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胡辉 曾纯

“把菜的口味炒好点，辣椒少放

点 ，他 们 不 太 吃 辣 ，菜 的 分 量 配 足

点。”2 月 15 日 21 时，中国铁路广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邵阳行车公寓内灯火

通明，两位厨师正在为乘务员准备晚

餐，公寓主任邹艳春再三叮嘱。

列车到达邵阳站后，乘务员到哪

儿“落脚”？今年 1 月 1 日成立的邵阳

行车公寓，便成了这些乘务员流动的

“家”,主要担负 G6188 次和 G9630 次

乘务员接待任务，日接待量 14 至 41

人，而邹艳春就是这个“家”的家长。

今年 48岁的邹艳春家住娄底市，

原是娄底冷西行车公寓主任，在冷西

工作9年。去年5月，冷西行车公寓撤销

后，他调回娄底。同年 8月又被委派到

邵阳行车公寓当主任。好不容易结束

与妻子两地分居的生活，又进入新一

轮分居。这位老党员义无反顾地来到

邵阳，着手筹划公寓开办事宜。

听说邹艳春到邵阳行车公寓当

主任，原冷西行车公寓的 10 名职工

纷纷要求跟他到邵阳上班。除一名老

职工退休和另一名职工调走外，其他

8 名职工都成了邵阳行车公寓的职

工。在这个“家”里，他每天要操心乘

务员吃住的问题，还要抓疫情防控、

叫班管理。邹艳春还擅长做职工思想

工作，职工有心事，不管是家庭矛盾，

还是孩子上学问题，能帮就帮；乘务

员有意见，他会及时沟通，一对一做

好矛盾化解工作。

大部分留宿的乘务员在邵阳站

是夜达晨走，列车员、司机、机械师分

别会在晚上 8 时、10 时、10 时 30 分和

次日凌晨 2 时 30 分、3 时、6 时到达和

离开公寓。邵阳行车公寓在严格落实

防疫要求后给乘务员办理入住，做好

晚餐、宵夜、早餐供应，从天黑开始到

天 刚 刚 亮 前 ，是 行 车 公 寓 最 忙 的 时

候。

乘务员到公寓后一般都要吃晚

餐、宵夜，早上离寓前还要用早餐，有

的甚至还会打包中餐。为更好服务乘

务 员 ，邹 艳 春 建 立“ 共 管 共 建 微 信

群”，在群内推行手机点餐，公寓管理

组每天把菜谱发到群里，乘务员还在

车上就可以点餐，一到公寓就有称心

的饭菜吃。每晚入住后，把早上需要

打包的饭菜发到群里，离寓时就可以

拎着饭菜上车。

春寒料峭，乘务员在邵阳行车公

寓感到十分温暖，吃上一口热气腾腾

的饭菜，舒坦！

花鼓戏《桃花烟雨》
入选“全国优秀剧目”网络演播

邹艳春：

春运幕后的“暖男家长”

2月 28日，隆回县泉蒙公益阅读馆，工作人员带领小朋友们阅读绘本故事，在浓浓书香

中欢度假期。 曾勇 摄乐享阅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刘润泽

“汤书记，我们外来人口的社区

医保怎么买啊”“汤书记，这次大扫

除 的 志 愿 者 您 给 我 加 个 名 额

吧”……2 月 26 日，记者走进长沙市

开福区清水塘街道清水塘社区，刚

刚荣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的社

区党委书记汤国清正在忙碌。深入

社区走访，了解她的故事，更是让人

肃然起敬。

凡人善举，汤国清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更鞭策着
自己前行

社区因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清

水塘而得名。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

和杨开慧的家，也作为全国最早成

立的省级党支部的办公地，中共湘

区委员会旧址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文

化发祥地。

2008 年 ，随 军 安 置 回 长 的 汤 国

清扎根清水塘社区，一干就是十几

年。她说，这里深受红色文化洗礼的

老居民淳朴善良，他们的善行义举

给了她灵魂的启迪。

她 刚 到 社 区 工 作 时 ，街 口 蔡 宗

义老人的报刊亭总是围坐着许多学

子。为勉励孩子们多读书，老人免费

提供凳子、面包、开水、便民包，十几

年如一日从不歇业，风雨无阻。2013

年 1 月 23 日，老人因突发脑溢血不幸

去世。汤国清永远记得那个场景：全

街人民垂泪相送，学子们泣不成声，

一束束鲜花摆满报刊亭。

汤 国 清 说 ，蔡 爹 爹 就 是 社 区 居

民友好善良的一个缩影。长沙市一

中宿舍区，77 岁高龄的党员周进，多

年坚持到湘区旧址当义务讲解员，

她动情的讲述感动了众多的游人；

花 园 公 寓 的 居 民 曾 银 祥 曾 是 水 电

工，他主动找到社区，愿意免费为居

民维修水电；省公路局宿舍的张家

勇老人，20 多年如一日精心照顾瘫

痪岳母，他的孝行带动很多居民尊

老敬贤……

凡 人 善 举 、点 点 滴 滴 ，汤 国 清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更鞭策着自己

前 行 。汤 国 清 说 ：“ 普 通 党 员 、居 民

尚 能 如 此 ，作 为 基 层 干 部 ，我 更 没

有理由不传承好红色基因，做好服

务工作。”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
换来市民的“幸福指数”

社 区 以 营 盘 路 、迎 宾 路 、八 一

路 和 清 水 塘 路 为 界 ，总 面 积 仅 0.32

平方公里。但有汤国清微信的居民

都 清 楚 ，她 的 步 行 数 日 均 超 过“ 两

万 步 ”，几 乎 每 天 在 朋 友 圈 排 名 都

是高居榜首。

省公路局宿舍刘爹爹常年饱受

楼上租户漏水之苦，多次上门沟通

无效。汤国清得知后，不厌其烦一次

次上门做工作，并数十次与房主外

地子女联系，最后请其女儿回长沙

与父亲做工作，才彻底解决问题。

社 区 有 个 自 闭 症 孩 子 小 杜 ，汤

国清常年像妈妈一样关爱他，帮他

办理残疾证、申请生活补助，并多方

联系服务机构为他聘请特教老师。

为让群众少跑路，2019 年，她把

自己的办公桌搬到居民楼栋下，每

月定时与社区主任、网格员一起坐

班，为居民答疑解惑，调解纠纷。

汤国清说，作为社区书记，我的

工作就是要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

来市民的“幸福指数”。文明创建、礼让

斑马线、清堆物、除蟑螂、摆花坛……

社区处处可见汤国清忙碌的身影。

“一 中 宿 舍 陈 阿 姨 明 天 要 去 换

药 ”“ 博 物 馆 宿 舍 老 红 军 生 日 快 到

了”“花园公寓宿舍 1 栋 5 楼漏水要

修”……翻开汤国清的工作记录本，

上面记得密密麻麻。居民群众的一

件 件 小 事 ，都 是 汤 国 清 心 中 的“ 大

事 ”。社 区 爱 心 支 部 的 老 书 记 蔡 琦

说：“小汤是社区的‘知心大姐’，她

始终用一颗火热的心，温暖着社区

的每一个角落。”

走出一条“红色文化”
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子

蔡 宗 义 老 人 离 世 后 ，他 的 儿 子

接过接力棒，继续传承老人乐于奉

献的精神。离这座“雷锋号”报刊亭

十几米处就是“清水塘社区红色服

务站”。

汤 国 清 说 ，建 社 区 红 色 服 务 站

是希望为学子们读书提供一个遮风

避雨的场地，但没想到，红色的力量

如此磅礴。受此感染，社区一连成立

了 7 个 红 色 志 愿 服 务 队 ：“ 红 课 堂 ”

“红领巾”“红绶带”“红袖章”“红艺

术”“红十字”“红扳手”。清水塘社区

位于闹市，既有多个省直机关大院，

又有改制居民小区，还毗邻着长沙

市一中和清水塘小学。汤国清认定，

通过红色精神的熏陶、感染和传承，

社区一定能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引

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2018 年 ，长 沙 市 大 力 推 进 区 域

化党建联盟，汤国清积极与辖区单

位对接，共同组建起一个由辖区 7 个

单位“党建共商、事务共管、资源共

享、文明共创、难题共解、活动共办”

的区域化党建联盟，并与社区 7 个帮

帮团、7 支志愿者服务队一道，共同

组成了社区红色志愿者联盟。大家

充分利用自己的长处和资源，积极

服务社区居民，打造团结互助的和

美邻里环境。

走 进 汤 国 清 的 办 公 室 ，全 国 文

明单位、全国科普示范社区、全国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省级同心示范社

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社区、长沙市

垃圾分类示范社区、长沙市示范妇

女儿童之家……一块块金字招牌熠

熠生辉，每一项荣誉都凝聚着汤国

清和社区干部的心血。

近 3 年，清水塘社区依托“共商

共议烦心事”调解室，处理群众问题

124 个，办理实事好事 97 件，化解矛

盾纠纷 49 起。还与省出版控股集团、

长沙党史馆等单位共同建起 3 个学

习书屋，引入图书 10 万余册。汤国清

还带领一支支红色队伍走进岳阳平

江、邵阳新宁、浏阳金田等地，开展

扶贫帮困，讲授红色故事，传播红色

信仰。

她用一颗火热的心
温暖社区每一个角落
——记“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长沙市

清水塘社区党委书记汤国清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月 28日讯（记

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胤武）记者今天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

最新公布的 2020-2021 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入选名单，全国

共 126 项工程入选，其中我省 4 个项目上榜。

我省这 4个上榜项目分别是南县人民医院

异址新建项目（由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双创孵化基地项目（一期）

生产厂房及动力站（由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

司承建）、邵阳市纪检监察办案场所（由湖南省沙

坪建设有限公司承建）、新桂广场·新桂国际（由湖

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简

称鲁班奖，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

荣誉奖，每年评审一次，两年表彰一次。

湖南4项目
摘得“鲁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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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玉军致富不忘回报桑梓，积极参与
公益事业——

“我只是做力所能及的事”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肖星群 肖安乐

2 月 22 日，涟源市三甲乡硐下村

的主干道，一台作业车辆正为新铺的

沥青公路划界线。“这是本乡第一条

‘白改黑’乡村道路，这一切多亏了肖

玉军。”三甲乡党委书记梁志远说。

肖 玉 军 是 硐 下 村 人 ，先 后 在 新

疆、山西等地开办过企业，从事过矿

山机械销售，后来转战长沙从事房

地产开发。在创业初期得到家乡帮

助的肖玉军，致富后不忘回报桑梓，

积极参与捐资助学、修路架桥等公益

事业。

以前硐下村村民出行只能从邻

近的金竹村进村，弯多坡陡，不利于

行车安全。肖玉军捐资 1000 余万元，

改直新修一条 1000 多米长的进村公

路，改扩建原有村内公路。这次村内部

分主干道和新修公路需铺沥青长达 4

公里，联通金竹村境内的 207 国道，所

需的 300 多万元也是肖玉军捐资。

硐下村是涟源市有名的“小水

果”之乡，全村种植蜜橘等水果 5000

余 亩 。道 路“ 白 改 黑 ”后 ，不 仅 方 便

2000 多村民的生产生活，也为小水

果的运输提供极大便利。

“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绝不能

让 孩 子 因 贫 困 读 不 起 书 。”肖 玉 军

说。2017 年，肖玉军向涟源一中捐资

300 万元，设立奖学助学基金会，用

于资助涟源一中贫困学子、奖励品

学兼优的学生。2019 年 5 月，肖玉军

又在母校三甲乡财溪中学捐资 200

万元，设立洛廒助学基金，并现场表

彰 奖 励 三 甲 乡 中 心 学 校 55 名 优 秀

教师、5 名校长、50 名学习标兵，资助

5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奖金

和资助金 41 万余元；捐资 200 万元兴

建长郡蓝田中学学生公寓，改善学生

的住宿条件。

15 年来，肖玉军连续在春节前

慰问本村 70 余名困难村民和孤寡老

人，送去生活物资和慰问金。“以前接

受过村里人的帮助，现在我只不过做

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肖玉军说。

对于家乡建设，肖玉军几乎“有

求必应”。现在，村里安装了路灯，升

级了饮水工程。“灯亮了、路宽了，村

里面貌焕然一新。”谈起村里变化，大

家纷纷对肖玉军竖起大拇指。

走基层新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