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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荷村：藏在邵阳乡村的“莫奈花园”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最近一段时间，芒果 TV 在法国拍摄的综艺节目《中餐厅 8》让莫奈花园在国内再次出圈，
而在湖南邵阳市双清区也有着属于当地人的“莫奈花园”：火车站乡的莲荷村。

走进莲荷村，仿佛置身于移步换景、四季花香的田园画卷。宽阔平整的马路沿着山势蜿蜒向前，
房前屋后都栽着紫薇、玫瑰花等不同品种的花卉苗木，水库堤岸、河道沿线以及没有硬化的空坪
隙地上全部披上绿装，樱花观赏园、荷花池等让人赏心悦目，村内道路两旁抛撒的格桑花、百日
菊等花草种子，花期各不相同，色彩相互碰撞，好像画家打翻了调色盘，引得不少游客前来拍照
打卡。

乡村美了，村民富了。莲荷村也先后获得“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等称号，其中，也少不了妇联人和妇女的用心付出。

跨越千里的红色追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组团到韶山研学
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讯（ 记 者 

唐天喜 实习生 赵启祺）9 月 11

日，当清晨的阳光洒满韶山，

来自新疆的 103 名各民族妇女

在韶山齐唱红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妇女联合会组织的“追

寻红色记忆 祝福伟大祖国”妇

女研学活动就在这嘹亮的歌声

中正式启动。

在开班仪式上，全体成员

肃立、高唱国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妇女联合会二级巡视员

贾江萍为研学班授旗。贾江萍

在 致 辞 中 深 情 地 说：“ 今 天，

我们来到伟人故里，不仅是为

了缅怀历史，更是为了从革命

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

将这份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

祖 国 的 繁 荣 富 强 贡 献 巾 帼 力

量。”

知名专家学者为学员们带

来了题为《学习领袖风范，不

忘初心使命》的专题教学。讲

座中，专家通过生动的讲述和

深刻的分析，让学员们更好地

领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如

何更好地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

用。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这

次学习，不仅加深了对党的历

史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

信心和决心。

此外，研学团还组织开展

了 一 系 列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活

动。在红歌学习环节，大家齐

声 高 唱《 东 方 红 》《 浏 阳 河 》

等经典红歌，嘹亮的歌声在韶

山上空回荡，不仅唤起了大家

对革命岁月的记忆，也激发了

大家心中的爱国热情。研学团

的一名成员激动地说：“这是

我第一次在韶山唱红歌，感觉

特别震撼，也让我更加深刻地

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祖

国的强大。”

研学期间，参加本次活动

的首批 103 名新疆妇女将参观

毛泽东同志故居、纪念馆等红

色教育基地，通过实地探访，

深切感受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

大牺牲与不懈努力。

种水果花卉让村民有钱花
“我刚嫁到莲荷村时，家里有些亲戚并不赞同。”

9 月 10 日，邵阳市双清区莲荷村老村支书戚晓华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印象最深的是，娘屋里一

个堂叔半开玩笑地和我爸说，‘你是儿女多了不想要

吧，把她嫁到连草都不长的地方’。”

那时候的莲荷村严重缺水，天旱的时候，村民们

每年辛辛苦苦种下去的水稻都难有收成，一度被评

为省级贫困村。

2017 年，曾任村妇女主任的戚晓华就任村支书。

为了改变村里的人居环境和土壤结构，在此前村

民零星种植苗木花卉的基础上，戚晓华决定引进水

果花卉苗木企业，带动村产业发展。“相比于种水稻，

种花卉水果的用水量会少一些。”

在戚晓华等村干部的号召下，2017 年，在外创业

成功的莲荷村村民高邵林瞄准这一商机，回乡投资

500 万元，流转闲置土地约 400 亩，成立邵阳市双

清区振兴花卉苗木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黄金贡柚、

黄桃、黄金李、花卉苗木等，通过“公司 + 基地 + 农

户”的模式，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比如，水果基地土质浅，不耐旱，比较贫瘠，

要经常性地进行灌溉、施肥、松土、除草，水果基地

便请了 20 余名村民长年在基地做事，不少人是留守

妇女。

“经过精心培育和修剪造型的一株苗木，最高可

以卖几万元钱。绿色无污染，还能把家乡建设得更漂

亮，回村发展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高绍林表示。

专业合作社也带动了村民从事花卉苗木种植的信

心。“村里的花卉苗木基地大约有 1500 亩，其中六七

百亩是村民自己种植的，收成好的时候，一个村民的

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戚晓华介绍。

后来，莲荷村又探索建立了“公司 + 基地 + 协会

+ 农户”的“绿色村庄”建设新模式，把土地流转给

农业企业或合作社，成立了 5 家专业合作社，实施规

模化种植、产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因地制宜发展

水果等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目前，莲荷村已形

成的特色产业有葡萄、枇杷、黄金贡柚、黄桃等。

截至 2019 年，莲荷村村民年人均收入达到了 2

万余元，村集体经济也实现了从无到有，年收入达 1.6

万余元。贫困村的帽子被莲荷村甩掉了。

乡村公交带动村里旅游
每天早上 6 点多，总有隔壁村

的村民提着或挑着大包小包来到莲

荷村，他们不是来走亲戚，而是要

乘其所在村没有的公交车去邵阳市

城区。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村里会通

公交车。”莲荷村一名村民曾这样告

诉戚晓华。

“开通公交车的事情经过了村集

体三四年的争取。”戚晓华回忆，作

为双清区人大代表，她多次呼吁相

关部门支持村里开通公交车。

曾经有村民向时任村支书的戚

晓华反映，村里小孩上学的路途超

过 6 公里，尤其是小学一二年级的

学生，家长们只能骑自行车或电动

自行车接送，一定程度上给家长上

班带来了不便。

“开通公交车，就能让孩子上学

更方便，家长也安心，还有助于农

产品外销。”戚晓华说，莲荷村由

原朱家村与高家村、莲荷村等三个

建制村合并而来，在村支两委的组

织下，村里扩宽了村道，原来宽 3.5

米、长 4.1 公里的白莲路现扩宽至 7.0

米，满足了公交车的开通条件，而

且，公交车开通后，也有利于把更

多的城里客人吸引到村里来观光旅

游，增加村民收入。

最终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莲

荷村于 2021 年 6 月开通了公交车。

“公交车每天从早上 6 点多开到下午

6 点多，每小时就有一趟，而且对

于 65 岁以上的老人和 14 岁以下的

小孩实行免费乘车。”戚晓华介绍，

公交车开通后，莲荷村确实吸引了

更多的游客，尤其是每到周末，游

客络绎不绝，莲荷村因此被誉为“城

市后花园”。

莲荷村拥有一个森林公园，是

邵阳市辖三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完

好的“森林氧吧”，加上“邵阳市花

卉苗木第一村”的名声，以及村支

两委景观化改善了 30 多口山塘，四

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村里休闲娱乐，

或观光、或采摘、或垂钓，尤其是

当地多家艺术协会选择在莲荷村建

立采风创作基地。比如，邵阳市中

国画艺委会写生创作基地、邵阳市

楹联学会采风创作基地、邵阳市诗

词协会采风创作基地、世界汉诗协

会邵阳市分会采风创作基地、邵阳

市直书法家协会采风创作基地等纷

纷落户。

刚刚过去的周末，莲荷生态公

园里人头攒动，前来踏青赏花、摄

影采风、骑行健身的市民络绎不绝。

有人感慨地说 ：“家门口也有诗和远

方！” 

游客的增多，促使不少村民把

自家的农宅改造成了小饭馆，房前

屋后栽满各种鲜花，利用池塘养鱼，

吸引游人驻足观赏、休息。村里也

结合全域旅游发展，由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引导农户流转闲置农房，采

取租赁、参股等形式与乡村旅游企

业合作发展休闲农庄、乡村民宿和

“农家乐”。截至目前，全村现已发

展“农家乐”20 余家。

“足不出户就能挣钱，真是太好

了！”一家农家乐的老板高兴地说。

景美加上人美才是完美
村里经济的热闹，让不少村民

找到了家门口就业的渠道。但也有

一些村民期待掌握一门技术，增加

更多的收入。

为此，在村支两委的支持下，

莲荷村妇联组织村民参加了多个就

业培训、招聘活动。

脱贫户刘小真（化名）就是其

中的受益者。原本家徒四壁的她，

现在家里买了很多电器，过上了舒

心的日子。“很感谢村妇联工作人

员当时喊我去参加免费的育婴师培

训，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刘小

真介绍，她现在在邵阳市区当保姆，

月收入达 8000 元。曾经颓废的她

如今满脸笑容。

村民邓珍妮（化名）原先在外

面打工，听村妇联工作人员介绍村

里要开面点师培训班后，立马回来

参加，她目前在长沙一家面包店打

工，为自己将来开店做准备。说起

未来，她自信满满。

“每年开展就业招聘‘春风行

动’时，我们还会组织村民免费乘

车来回。”9 月 10 日，莲荷村妇联

主席邓最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村妇联组织 18 位女成员经常

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调动

全村妇女积极就业创业、积极参加

人居环境治理，还通过评选“好婆

婆”“好媳妇”等引导村民家庭关

系更加和睦，带动妇女“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让她们成为村里最

美丽的风景线，“景美加上人美才

是完美”。

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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