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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杰 周晓文

洞庭之西，澧水入湖处，就是中国

长寿之乡——安乡县。

今年 4 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

学会授予安乡县“长寿之乡”称号。目

前 ，安 乡 县 人 口 平 均 预 期 寿 命 80.20

岁，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12.13 万人，其

中 80 岁 及 以 上 高 龄 老 年 人 口 19917

人，100 岁以上老人 74 人。

长寿之乡有哪些“长寿秘诀”？让

我们走进安乡县，一探究竟。

水韵安乡，山清水秀
养生长寿的福地

初夏，安乡县书院洲国家湿地公

园百鸟放歌，百花盛开，成了人们亲近

自然的好地方。

书院洲国家湿地公园湿地总面积

3918.8 公顷 ，公园内景观文化资源丰

富，除湿地生物景观外，还有独具特色

的大河落日、书台夜雨和鲸港秋月的

天象气候景观。湿地外滩广场建有景

观桥亭子、亲水栈道、木平台、文化长

廊、道路广场等设施，集保护修复、科

普宣教与生态体验于一体。

同处洞庭湖腹地的珊珀湖，凭借

生态环境“高颜值”，成为安乡人自驾

游的打卡地。

珊珀湖是具有 2000 多年悠久历史

的 天 然 湖 泊 。 经 过 生 态 环 境 升 级 改

造，珊珀湖杨柳轻舞，碧波荡漾。行走

在游客栈道上，狐尾草、铜钱草、荷花、

睡莲、菖蒲层层叠叠，轻风吹过，花草

摇曳，水鸟起落，美不胜收。

“只要是晴天，我都会出去走走、

看看，环境美、心情就好。”安乡县深柳

镇下码头社区 99 岁的吴敬思，身体硬

朗 ，每 天 健 步 走 成 为 养 生 长 寿 的 秘

诀。“我喜欢旅游，北京、天津，好吃特

产多，家门口的公园，好看的风景多。”

吴敬思说，适量的运动，舒适的环境，

让人身心愉悦。

“独具特色的水乡生态环境，为安

乡人健康长寿创造了有利条件。”常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安 乡 县 分 局 负 责 人 介

绍，安乡县四季分明，舒适宜人，年平

均 气 温 16.6℃ ，年 均 降 雨 量 1212.7 毫

米，气候湿润，日照充足。

近年来，安乡县注重自然生态环

境 的 营 造 和 保 护 。 大 力 实 施 植 树 造

林 ，有 效 保 持 了 水 土 ，净 化 了 空 气 质

量。狠抓大气环境质量保护，对农作

物秸秆禁烧、扬尘污染治理、餐饮油烟

改 造 、工 业 废 气 治 理 、机 动 车 尾 气 整

治、烟花鞭炮禁放等进行严控严管，确

保空气质量优良，为当地群众营造适

宜居住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安乡县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建设，制定 7 项生态环境建设相关专

项规划、政策和措施。实施长效管理、

从严治理，以乡村振兴示范片、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试点镇为带动，着力建设

生 态 宜 居 城 镇 。 在 农 村 垃 圾 分 类 减

量、改厕等工作经验，被全省推介，荣

获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近

20 个乡镇、村评为省美丽乡村试点乡

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此外，安乡县持续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战 3 年行动计划，开展“夏季攻

势 ”，打 好 打 赢 蓝 天 、碧 水 、净 土 保 卫

战。严格落实河长制，抓好污水排放

处理，水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县境

内 2 个国控、2 个省控主要河流断面水

质检测均达到了国家 II 类水质标准，

境内主要流域的监控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

“生态美，环境优，人长寿。”中国

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在安乡走访调

查时表示，好山好水好空气，是安乡县

荣膺长寿之乡的密码之一。

鱼米之乡，物产丰富
健康长寿的天堂

“蔬菜、肉制品、水果，每天每餐都

想吃。”安乡县黄山头镇丁福村 100 岁

老人孙家珍说，他的长寿秘诀是“不挑

食”。

去丁福村看望老人时，林荫掩人、

烟雨朦胧，一栋双层小楼跃然眼前，孙

家珍背靠藤椅，端坐屋檐下。厨房里，

74 岁的女儿正在忙活，她拿出两个鸡

蛋，“啪！”炒锅的边沿磕破鸡蛋，蛋清

蛋黄在滚油里舞动，一分钟时间，2 个

热气腾腾的煎鸡蛋出锅。“他的长寿秘

诀除了勤快和心平气和之外，就是不

挑食。”孙家珍的女儿说，老人每天早

餐要吃 2 个煎蛋和一些副食品。午餐

和 晚 饭 ，老 人 要 吃 一 碗 米 饭 ，喝 一 碗

汤，荤菜、蔬菜从来不挑剔。他还喜欢

吃一些水果，比如葡萄、芒果，闲时喜

欢含一颗糖果在嘴里。

“安乡县历来物产丰富，多种食物

供给和良好的餐食习惯，是当地人长

寿的关键之一。”安乡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王黛介绍，地处洞庭湖西畔的安乡，

物产丰富，是典型的水米之乡，健康长

寿的天堂。

安乡县地处洞庭湖冲积平原，土

壤是汛期洪水夹带的泥沙淤积的洲土

逐步围堤造田形成。全域土壤肥沃，

物产丰富。土壤土质有机质含量足，

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是全国优质农

产 品 生 产 基 地 。 盛 产 水 稻 、油 料 、蔬

菜、棉花、鲜鱼等农产品，是国家重要

的商品粮、商品油、商品棉、商品鱼、商

品猪禽生产基地，还是湘北的蔬菜生

产基地，全县的原生态蔬菜基地达到

10 万亩, 主要生产养生蔬菜的品种有

黄瓜、冬瓜、南瓜、苦瓜、大蒜、莲藕、食

用菌等近 20 个品种，保障了全县绿色

蔬菜的供给。

安乡县属八百里洞庭腹地，境内

渠道湖塘哑河连通，水源流畅。境内

水 面 积 占 比 大 ，河 、渠 、湖 、塘 四 通 八

达, 并盛产桂花鱼、财鱼、鳍鱼、甲鱼等

十多种野生鱼类。当地在抓好水资源

保护的同时，加大了居民饮用水的提

质，全县建有 3 个大型自来水厂，日供

水量 15 万吨，供应城乡居民饮用水，水

质达到了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

近年来，安乡县坚持以创促建，把

“长寿之乡”这张名片引来的效应与当

地实际紧密结合，推动安乡农业规模

优势、地域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

发展优势。通过大力开展品牌强农行

动 ，在“ 安 乡 农 仓 ” 公 用 品 牌 的 基 础

上，打造“中国长寿之乡”品牌，安排 20

万亩高档优质稻种植，20 万亩生态油

菜种植，10 万亩生态鱼养殖，5 万亩生

态稻虾养殖，5 万亩生态蔬菜种植，保

证当地群众农产品安全供给，为群众

健康长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在安

乡走访调查时表示，物产丰富、农产品

绿色优质，是当地群众健康长寿的又

一密码。

人文安乡，杏林春满
绵延长寿的乐土

安 乡 县 深 柳 镇 下 码 头 社 区 张 冬

姑，今年 106 岁。几天前，老人感冒，社

区卫生所的医务人员主动上门问诊、

送药。“一听说婆婆不舒服，医生就上

门送药。”张冬姑的儿媳妇李新年说，

社区对百岁老人照顾很到位。

“对 65 岁以上的群众加强健康管

理，进行免费体检，建立老年人健康档

案，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安乡县

卫健局负责人介绍，自开始创建长寿

之乡来，该县乡镇卫生院和县直医疗

单位针对高龄老年人和城乡特困供养

人员、低保户老人看病就医等开设绿

色通道，对老年人中患高血压、糖尿病

等重点群体开通绿色就诊就医通道。

在老年人健康支持与养老服务方

面，安乡县建立全县的健康养老服务

保障制度，制定推动医养结合的有关

政策和措施。“十三五”期间，全县护

理 型 养 老 床 位 占 比 达 到 31.06% 。 目

前，安乡县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健康管

理率达 71.24%，基本形成智慧医养体

系。

“高龄老人管护全面到位。”安乡

县民政局负责人介绍，围绕高龄老人

“衣食住行医”，该县建立 7 项高龄老

人管护工作制度，即：定期看望制度、

日间照料制度、定期体检制度、生活

保障制度，就医治疗制度，陪伴老人制

度、督导跟踪制度。坚持因地制宜、

因人施策，建立管护责任小组，明确由

村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为 管 护 工 作 责 任

人，村社区老年保健协会分会会长为

管护工作联系人，村（社区）卫生室医

生为保健责任人，管护对象的子女或

直系亲属为第一责任人，管护一个高

龄老人或者百岁老人，并选择 2 个有爱

心的邻居为志愿者，确保管护工作在

时间上不空档、实现无缝对接，使管护

责任制度有效落到实处，使高龄老人

延年益寿。

在老年保健知识宣传方面，安乡

县各乡镇常规每年定期举办专家和义

务宣传员讲课、老年保健知识学习班，

单独开辟老年人保健知识宣传专栏，

发行《长寿之友》杂志。充分利用农村

“村村响”广播，每月定期进行老年保

健知识广播讲座，全县每年进行广播

讲座达 2200 余次，听众达 100 万人次，

让很多 60 岁以上的老人足不出户就能

听广播受教育，有效地增强老年保健

知识的普及面。

在落实老年人优待和补贴制度方

面，安乡县结合实际情况，建立老年人

优待政策体系，并不断完善。对高龄

老人、百岁老人的补贴均全面予以落

实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安

乡县对 90 至 99 岁高龄老人，每月发放

100 元补贴；对百岁及以上高龄老人，

每月发放 600 元补贴。

近年来，安乡县不断营造养老孝

老敬老社会环境。安乡连续 10 年举行

养老孝老敬老表彰活动，表彰健康长

寿之星 89 名、敬老孝老之星 20 名。志

愿者组织开展老年人广场舞、棋牌、垂

钓、摄影等公益活动。组织学生、志愿

者与敬老院老人、高龄老人结对，到高

龄 老 人 家 中 或 者 敬 老 院 开 展 关 爱 活

动，缓解老人们的孤独情绪。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中国老年

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在安乡走访调查时

表示，安乡县是一片绵延长寿的乐土，

荣膺长寿之乡称号，实至名归。

安乡：中国长寿之乡 生态健康之城
——解读安乡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80.2岁的长寿秘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曹小武

既是社区工作人员，也是物业管理人

员，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小区居民创

造了不少“福利”，小区居民物业费每户每

月只需缴纳 4 元。

5 月 17 日，记者走进资兴市凤凰路社

区，见到社区党委书记雷萍萍、副书记岳魁

文及社区聘请的水电工王贤伟，正在 12 栋

居民楼旁的路灯旁换灯泡、改电线，20 多分

钟后，这盏路灯就亮了起来。

“修这个路灯只用了 1 个灯泡 4 元，5 米

铜线 15元，加起来不到 20元，由社区干部和

水电师傅一起完成。”雷萍萍介绍，这个小区

的物业费每户每月只要缴纳 4 元，很多活都

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一起完成的。

凤凰路社区成立于2007年，属老旧社区，

总户数1140多户，常住人口3600多人，60%以

上为老年人。社区居民楼房建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属于资兴市原东江水泥厂职工住宅区。

“社区住的都是原来东江水泥厂职工，大

家收入低。为减轻居民生活负担，社区成立后

一并承担了物业管理。”雷萍萍介绍，为了节

省物业费开支，社区聘请了一位退休水电工

从事水电维修等工作，月工资2000元；还聘请

了几位保洁员，协助社区干部管理物业。

“小区物业收费低，社区居民自发参与

社区卫生打扫、绿化修剪等。”社区居民李义

仁今年 72岁，懂水电、绿化养护等，是社区的

志愿者，多年无偿帮小区居民修水电、修剪

树枝等，被评为“资兴好人”“优秀五老”。

社区居民李艳平也是“资兴好人”，她不

仅是邻里矛盾纠纷的“金牌调解员”，还动员

社区老年大学学员，一同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目前，凤凰路社区有志愿者、义工、五

好老人等 100 多名，他们和社区干部、居民

一道，把小区管护得井井有条。行走在这个

50 多栋老式住宅的小区，路面虽已老化，但

卫生干净，休息长凳、椅子等不少设施，都

是社区居民自己动手添置的。

该社区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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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市凤凰路社区每户每月物业费只需4元——

自己的物业自己做

湖南日报 5 月 22 日讯（全媒体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严洁 蒋海华）5 月 18 日，东

安县端桥铺镇供销合作社超市顾客人来人

往。超市负责人翟永春介绍，当天上午超市

销售额过万元。

东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主任丁元伍告诉记者，这家 600 平方

米的综合超市，是县联社 2020 年通过招商，

盘活端桥铺供销合作社闲置多年的废旧仓

库建成的，“我们紧紧抓牢盘活闲置资产这

个‘牛鼻子’，力争3年内实现闲置资产清零。”

2015 年，供销合作社全面深化改革时，

东安县供销社系统有闲置的沉睡资产近 6

万平方米。房屋老旧、资金短缺，盘活闲置

资产成为难题。近年来，该社迎难而上，采

取“借鸡生蛋”等多种招商引资方式，盘活

闲置资产 6 宗，与当地党委、政府携手，将 3

宗闲置资产打造成农贸市场、烤烟房等便

民设施，资产盘活率达到 90%，9 宗盘活资

产总面积 5 万多平方米。

沉睡资产变成活跃资本，助力东安县供

销社系统逐步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流

通服务网络，围绕“日用品下行、农产品上

行”服务当地群众。现该社已建成县级物流

配送中心和连锁超市 5 个、600 平方米以上

乡镇综合超市 8个、村综合服务社 325个。另

外，建成农资经营网点 100余家、农产品经营

网点 40余家；其中 8个乡镇综合超市年总销

售额达 5000多万元。该社综合业绩考核连续

4年获评永州市供销系统一等奖。

“盘活闲置资产，为供销社发展引来源

头活水，打造出服务群众主阵地，还为供销

系统下岗职工提供了就业、创业平台。”大

盛镇喜洋洋超市负责人崔海娟说，全县供

销系统像她一样下岗再就业或自主创业的

职工有 200 余名。

东安供销盘活沉睡资产
全县供销系统闲置资产盘活率达90％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尹佳蓉

“走，去广场看演出喽！”5 月 19 日一早，株洲市

茶陵县湾里村，原本宁静的红军广场热闹起来。村

民们呼朋引伴，赶赴这个翘首以盼的“节日”。

当天，株洲市 2023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

中示范暨“湾里红”品牌推介活动在该村举行。株洲

市委宣传部等 24 个市直单位把戏台搭在基层，把技

术送到田间，把健康送进农家。

9时 30 分，精彩的文艺表演拉开了活动序幕。广

场中央的舞台上，女声独唱《中国·湾里红》、歌舞《幸

福中国一起走》、花鼓小戏《蔡驼子回门》等文艺表演

轮番上阵。

村民把舞台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掌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好棒！这样的表演非常好。”村民余瑶激动不

已。许多人拿出手机拍照、录视频，记录这欢乐时光。

广场四周，搭起数十个红色帐篷，200 多名志愿

者正有序开展物资赠送、农技辅导、科技体验、科普

宣传、健康体检、专家义诊等惠民服务。

“入夏后地里的辣椒、黄瓜要注意什么”“巨菌

草怎么才能种植好”“规模种植油茶有哪些扶持政

策”……株洲市农业、科技等单位的展台前围满了

村民，众多专家现场为村民传授实用种养加工技

术，赠送相关资料。乡亲们边看边问。

在医疗卫生服务区，株洲市妇幼保健院、三三

一医院等医院的专家开展医疗义诊、健康检查活

动，进行健康知识普及、常见病用药指导。株洲中医

伤科医院针对村民劳作时跌打损伤留下的顽疾，把针灸、药膏制作

等搬到现场。

本次“三下乡”活动，还设置“湾里红”品牌推介活动，把依托红

色研学游、打造红色传承示范村的故事“传出去”。

“湾里村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村’，留存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政

治保卫局、工农红军独立师办事处等红色旧址，被中宣部、文旅部

确定为全国第八条红色旅游精品线重要节点。”茶陵县委宣传部负

责人说，希望通过本次“三下乡”活动，湾里村能联合各方力量，打

造成闻名遐迩的红色“打卡地”。

湖南日报 5月 22日讯（全媒体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易超群

赵明）万物竞秀的初夏，历时 8 个月心理治疗的小梅（化名），终于迎

来重生。

16 岁的小梅此前曾多次遭受侵害，虽然施害人被法院判刑，但

长期的折磨使小梅身心遭受极大伤害。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

中了解这一情况后，委托专业机构对小梅进行心理评估及干预。

“非常感谢检察院，他们是我的‘心灵捕手’。”近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小梅感激不已，“在湘潭市检察院的安排下，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

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心理治疗，还给予了物质帮困。终于，我从中度抑

郁中慢慢走了出来，能坦然面对曾经的创伤，回归正常生活。”

去年 4 月，湘潭市检察院联合湘潭市妇联签署《关于建立国家

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工作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确定湘潭

市第五人民医院为合作单位，在该医院联合建立困难妇女儿童心

理康复基地。经湘潭市检察院报送省检察院审核同意后，由省检察

院将司法救助金支付给医院，作为救助对象心理康复治疗费用。

救助对象心理康复治疗结束后，将及时对接妇联组织，纳入长

期重点关注对象，受到定期走访关怀和慰问。除了心理关爱外，对

家庭困难、面临辍学的救助对象，检察机关将其纳入“检·爱”计划，

长期教育帮扶。

被害人身心受创，获司法救助后感慨——

检察机关也是“心灵捕手”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胡灵芝 张克宁

大棚内，一垄垄翠绿的辣椒树上挂满了

皱皮辣椒，20 多名村民忙着采摘、分拣、称

重、打包。5 月 18 日清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泸溪县小章乡小章村“1+1 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辣椒基地里一片忙碌。

“这 50 亩皱皮青椒，2 月 20 日移栽种植，

4 月 25 日开采上市。每天采 1000 多公斤，可

采摘到 7 月份。到秋天，还可再种一季。每亩

年产值能达 1.3 万元。”合作社负责人谢红

军，从事辣椒种植和销售 8 年。他一边将打

包好的辣椒搬运上车，一边对记者说。

“如果阳光有味道，对我们来说，那就是

色泽鲜红光亮的辣椒的味道，更是泸溪辣椒

里蕴含的那股‘辣劲’。”泸溪县农业农村局总

农艺师陈世化感慨地说：“风味独特的泸溪辣

椒，得益于本地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条件，

而科技助力则是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这里简直是辣椒的‘天堂’！”1996 年，

我国蔬菜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校，带领团队来到泸

溪县，被这一方水土吸引。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专家团队开展示范种植，当年辣椒亩

产就从 1000 公斤增长到 3000 公斤。20 多年

来，邹学校团队在泸溪相继推广种植“兴蔬

301”“博辣红牛”等 10 多个辣椒品种。

去年 4 月 20 日，“邹学校院士团队专家

工作站”在泸溪揭牌成立，标志着泸溪与邹

学校院士专家团队正式建立战略协作关系。

近年来，在邹学校院士专家团队指导下，泸

溪形成了辣椒种植、销售、加工一体的产业

链。“小辣椒”在泸溪实现“脱贫攻坚”和助力

“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 距 离 小 章 村 不 到 10 公 里 的 兴 隆 场

镇 ，喜 农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泸 溪 玻 璃

椒”，在省首届辣椒文化旅游节上成为“10 个

最受欢迎的湖南辣椒产品”之一。在院士团

队专家的指导下，喜农食品公司示范种植了

引自全国各地的 30 多个辣椒实验品种。

为发挥特色优势、筑强品牌，泸溪县以

点带面，大力推广辣椒种植，近几年的辣椒

种植面积稳定在 6 万亩以上，覆盖 134 个行

政村，椒农达 2.57 万户，全县年产鲜椒 6.38

万吨，干椒 0.105 万吨，产值达 2.4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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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里的“阳光味道”
——科技助力泸溪县小辣椒变身大产业见闻

5月 22日，道县梅花镇洑水河贵头村段，龙船划行在碧波上。近年来，该县扎实推

进河长制工作，建立河湖日常管护监督平台，通过实施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等行动，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水生态环境。 蒋克青 于孝波 摄影报道

河长制守护水清岸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