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敏：桃花村里桃花客

桃花村！初听

这个名字，张敏暗

自高兴 ：“这肯定

是 一 个桃花环绕

的美丽村庄。”

2018 年 10 月，

张 敏 主动请 缨扶

贫。到村第一天，

她 就 迫不及待 地

寻找桃花的踪迹。

但出乎意料，整个

桃 花 村， 一 棵 桃

花树都没有。

没有桃花树，为什么要叫桃花村？

张敏询问村民，村民不好意思地说，

那是因为以前山上有几株野桃花，所以

桃花村这名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桃花村没有桃花，张敏有些失望，

但也让她对发展村子的集体经济有了

想法：既然有过野桃花，那就证明这个

村子是适合种桃树的。

当时，桃花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为零，

而扶贫工作队的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村

集体经济强起来——为什么不让桃花

村从“名不副实”变成“名副其实”呢？

张敏邀请了农业技术专家，对桃花

村的土壤、气候进行测定，结果让人

振奋 ：“桃花村很适合种黄桃！”

张敏一拍手，立马行动。她与村支

两委商定，将黄桃列入扶贫支柱产业，

然后马不停蹄争取项目资金，同时流转

土地、栽种黄桃树。

2019 年 3 月，100 亩黄桃基地建成

了。70 户贫困户和公司分别占 40% 的

股份，村里占股 20%。

这一举措，不仅让贫困户增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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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的电脑里有一张表格，记录着全村 70 户贫困户
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这让她能为每户贫困户量身
制定脱贫方法。

让村集体经济有了固定来源。

贫困户钟响平的家就在黄桃基地旁。夫

妻俩原本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孩子正在读

高中。张敏把基地里的农活交给他，在村

的贫困户钟国林、钟雪初也一起参加，成立

了黄桃基地养护队。

“张书记，我也想种黄桃，可不可以帮

帮我？”张敏仍然记得，贫困户钟干香大晚

上赶到村部，只为跟她说这么一句话。原来，

钟干香的房前屋后有十几亩地，看到村上建

成了黄桃基地，她想自主发展黄桃产业。

贫困户主动上门说要搞生产，这可把张

敏高兴坏了。她挨家挨户摸底，“只要愿意种，

我们统一提供种苗！”确定村民需求后，她

又赶着采购黄桃种苗，还聘请技术员，统一

给村民做培训。

一周后，一万株黄桃树就在村里落地生

根。等到来年开春，桃花将开遍整个桃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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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走访，是张敏和同伴们的必修

课。而在她的行囊里，干粮必不可少。

原来，桃花村 70 户贫困户分散在 23

个组里，有 11 户贫困户住在手机信号都

没有的山上。每次走访，她得和队员开

车 到山脚，再爬一个半小时的山

到达 贫困户家 里，因为

没 法事先 联系，有时

他们 好不 容易赶 到，

结果人还没在。后来，

张敏便学会了揣着干

粮去走 访，不打无准

备之仗。

经 过一 年 的 努力，

桃花村 23 户贫困户实现

了易地 搬 迁，24 户贫困

户进行了危房改造，山顶上的人迁居到了

山脚，独居老人迁出与子女同住。即使是

迁出桃花村的贫困户，张敏依旧坚持每月

回访。

“你弟弟刚冲我笑了，他认识我啦！”

11 月 30 日，在走访贫困户钟国权时，张

敏爽朗地说。

钟国权的弟弟是一名残疾人——肢

体和智力都属一级残疾，这样一个人冲

着自己笑，她怎能不高兴。

钟国权的父亲早逝，母亲是聋哑人，

此种情况，自然也挡住了钟国权向外发

展的脚步。在扶贫的一年多里，张敏为

他们一家申请了各类补助，钟国权还种了

20 亩黄桃，张敏也补助了他 2 万元。

钟国权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现

除了桃花树，桃花村里还有桃花岛。

名字虽然浪漫，但岛上有 300 亩土地

荒芜，还有 200 亩水域尚未开发。前几年，

也有公司前来考察休闲旅游项目，但都

不了了之。

这个得天独厚的岛如果闲置，岂不

是最大的浪费！张敏风风火火行动起来，

四处发动资源招商，几经周折，瑞狮农

业休闲项目落户桃花岛，第一期项目开发

投资 800 万元，可以解决 70 户贫困户的

就业问题。

这可是桃花村史上最大喜讯！11 月

30 日，桃花岛试营业，从村口到岛上，绵

延 4 公里的景观桃花，迎来了来自株洲

市一中的近 200 名教师。他们在这吃饭、

参观、游玩，给岛上增添了不少活力。

张敏忙着接待，村民们更忙，他们把自

家的红薯粉、小鱼干、干笋、土鸡、土

鸭还有蜂蜜拿出来摆摊售卖，不仅过了

当老板的瘾，关键是有真金白银到了口

袋。

“岛上有七户人 家，土 鸡 全 部 卖光

了！”张敏高兴得合不拢嘴。

贫困户钟米先就住在桃花岛旁。他

的母亲和奶奶常年卧病在床，让这个家

庭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如今，钟米先

成了桃花岛的厨师，家里的房子也在扶

贫工作队的帮助下修葺一新。“我不想当

贫困户，我要开农家乐，也想带领家庭

奔小康！”他乐呵呵地说。

 2020 年 1 月，桃花岛将正式对外营

业。张敏下一步的开发重点是桃花岛的

200 亩水域，游船、养鱼、垂钓都在计划

中。“这个项目还会吸引更多的人流，可以

逐步推进桃花村生态旅游发展，我们再

把桃花村的黄桃、干笋、红薯粉、茶油等

农产品进行包装，实现村民整体增收。”

张敏 深知，要 想做农村休闲旅游，

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一定得跟上。今年，

桃花村在醴陵第一个实行“厕所改造”，

把村里的 187 个旱厕改造成了三级无害

化化粪池，统一给村民的房前屋后围上了

篱笆，还聘请了14 名保洁员。“只有环境

好了，村民的幸福感才会提高，游客才会

来，大家的钱包才会鼓。”张敏说。

◎入村扶贫 桃花村里寻桃花

◎发展产业 桃花开上桃花岛

◎描绘远景 “桃花源”里画桃花
在，我母亲在桃花岛打扫卫生，正式营

业后，我也会到那里工作。明年家里收

入突破 5 万元没问题！”

除了种桃树，村上还制定了产业发

展以奖代补政策。“养 200 只鸡，奖励

2000 元；养 30 只羊，奖励 5000 元；养

30 箱蜜蜂， 奖 励 3000 元……” 现 在，

已经有 12 户贫困户通过养殖鸡、鸭、黑

山羊、蜜蜂实现增收。41 户 126 名贫困

户实现了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7%下降到 2018 年底 0.8%。对于接下来

的目标，张敏十分明确 ：“我还有三大心

愿。第一是希望桃花村‘亮’起来，在

村主干道沿线都安上路灯；第二是夯实

集体经济；第三是做好党建工作，把全

村 128 名党员的作用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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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桃花岛
试营业的第一天。上午，
我们接待了来自株洲的
近 200 名老师，除了吃
饭游玩，他们还买了很
多农副产品回去。不仅
村里热闹了，不少村民
还过了一把当‘老板’
的瘾，更重要的是，真
金 白 银 进 了 口 袋。”11
月 30 日， 株 洲 市 醴 陵
市官庄镇桃花村党总支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队长张敏高兴地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除 了 桃 花 岛， 桃 花
村还有 100 亩黄桃基地，
村民们在房前屋后种上
了一万株桃花树——而
在一年以前，桃花村几
乎没有集体经济，更没
有桃花树。为了让名不
副实的桃花村变成名副
其实的“桃花源”，被村
民亲切称为“种桃花的
堂客”的张敏可下了不
少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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