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出一条美丽“稻路”
——种粮大户郑立乔与五彩生态水稻的故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见习记者 焦姣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徐世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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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无人机拍摄的金桂湖，山水相映，美丽幽静。金桂
湖位于咸安区桂花镇，湖水面积8000多亩，99个岛屿星罗棋
布，群山林深竹茂，构成了独特秀美的自然美景和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

近年来，咸安区加大金桂湖的绿色生态保护，科学合理
开发，使这里常年保持山青、水秀、林茂、竹翠的原始生态，游
人置身其间，仿佛进入梦幻般的人间仙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人间仙境金桂湖

通山县大路乡

改善农村用厕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雷蓓报道：17日，笔者在

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果匠小镇水果采摘基地看到，崭
新的厕所沿路边而建，被绿色植物包围，自动化的冲水
和洗漱装置一应俱全。

今年来，该乡全力提升农村用厕环境，努力补齐影
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大力开展厕所革命。

该乡成立乡村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明确相关责
任，全力推进户改和村厕改等工作；推进宣传横幅、标语
进村湾，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利用“屋场连心会”，组织
党员群众推进厕所革命，增强全员参与意识；实行厕改
工程统一发包，推行一村一施工队模式，严格施工要求
和责任落实，把民生工程做好做实。

目前，该乡正紧锣密鼓推进全镇厕所革命工程，计
划新建和改扩建无公害厕所300户，现已动工100户，已
建成无公害绿色厕所50个。

绿 播报事

长江大保护
十大标志性战役

我市加强整治河道非法采砂
本报讯 通讯员胡达利报道：15日，我市召开河道

非法采砂整治、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改提升“两大专项战
役”工作推进会。

会议强调，要加大部门合作，形成部门区域联动常
态，促进工作互补，形成打击非法采砂强大合力；抓紧抓
好涉砂船舶整治、违法行为打击、运输销售管控、执法能力
保障等重点工作；结合河湖库长制工作以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综合施策，确保两大专项战役整体务实推进。

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以及各县市区相关部门，要
根据方案要求及清单时间节点，强化日常巡查，严格实
施河道采砂许可与现场监管，始终保持对非法采砂高压
严打态势；要全面清理整治涉砂船舶，强力拆除“三无”
涉砂船舶采砂机具,引导转产转业；大力推进非法采砂
入刑工作力度；集中整改违规设置入河排污口，优化入
河排污口设置布局，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赤壁市

专项检查羊楼洞片区非煤矿山
本报讯 通讯员章威报道：10日，赤壁市安监局、国

土局组织工作人员，对赵李桥镇羊楼洞片区非煤矿山开
展专项检查。

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已关停的赤壁市春波矿石粉场、
赵李桥化工采石场、赤壁市鸿安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及在
生产的赵李桥狮子山采石厂，对已关停矿山是否存在盗
采行为及矿山道路新修筑的永久性封闭墙进行了检查，
对在生产矿山进行安全生产工作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工作人员当场要求其及时整改。

据悉，为防止赵李桥羊楼洞片区已关停矿山发生盗
采行为，赤壁市出资15万元对矿山道路进行封闭处理。

嘉鱼县鱼岳镇

清除陆码河水葫芦
本报讯 通讯员杜春报道：近日，站在嘉鱼县鱼岳

镇新村桥眺望，陆码河水域连成片的水葫芦不见了。
随着气温转凉，一些水域的水葫芦又开始“闹腾”。

近日，鱼岳镇西街社区河湖巡查员在例行巡查时，发现
新村桥至永逸闸的陆码河水域出现水葫芦。“水葫芦生
长快，危害大，不仅污染水质，还堵塞航道。”鱼岳镇相关
负责人说。

镇河湖办了解情况后，立即上报县河湖办。县河湖
办迅速安排部署打捞人员、机械等进行打捞，并从西凉
湖调一只船参与清理。目前，这批水葫芦已清理完毕。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该镇积极践行“让每条
河流清澈”的承诺，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抓手，创新方式
方法，整合各部门资源，“治、整、管”齐抓，全方位立体推
进，以实际行动全面启动治水方略。

鱼岳镇大力推进碧水保卫战以来，需要整治的河湖
总共7条，目前已完成陆码河与三湖连江整治，其中陆码
河已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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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试种，给了郑立乔极大信心，
他在心中绘下一幅规划图。

郑立乔介绍，近年来，彩色稻田走红
网络。通过添加艺术元素，用彩色水稻呈
现出艺术图案，使其成为旅游观光景点，
深受游客喜爱。农业牵手创意，稻田成为
风景，把好吃的变成了好看的，不仅博人
眼球，还为乡村游添了把“火”。

他计划今后尝试着将水稻田变成风
景，在石门村打造创意农田，让传统的农
业“牵手”当地乡村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发

展成果。
彩色水稻不仅好看，还可食用，其稻

谷、大米均是彩色的。以紫米为例，它富
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纤维素、多种维生
素，还有铁、钙、锌、硒等多种矿物质和微
量元素。

“我种的彩稻选用最原始最传统稻
种，实行人工拔草，使用纯天然有机肥料，
生产出的是绿色有机、高品质水稻。目前，
我的五彩大米一斤可卖20元，是普通大米
的6倍，而且供不应求。”郑立乔称，他将申

报品牌，打造品牌。目前，他已设计出了自
己的包装盒，11月初将进超市售卖。

他将走“传统农业+合作社+贫困户+
订单”的模式。结合传统农业的种植模
式，以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农户种植彩稻，
合作社统一提供种子、化肥、技术、保底价
回收，而农户只需要以田块作为投资进行
种植，线上线下相结合，走“订单农业”和

“品牌化”道路。
水稻加创意，农业加旅游，在美学经

济和乡土文化创意上做文章，走一条让农

民增收、农村增美的特色发展道路。这便
是郑立乔的长远打算。

打响彩稻品牌，走农业加旅游路

“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我市部署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本报讯 通讯员明聪报道：近日，我市固体废物污

染治理专项战役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回顾总结
今年我市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专项战役开展情况，查找薄
弱环节，对下一阶段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战役进行部署。

市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专项战役指挥部办公室通
报了我市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专项战役工作进展及后期
工作安排，各县（市、区）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专项战役指
挥部、各相关单位报告了各地工作情况和需要解决的
问题。

市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专项战役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黄佐财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
作作为共抓长江大保护、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的重要手
段，强化担当，履职尽责；按照省固体废物污染治理专项
战役指挥部工作安排，把握时间节点，加强部门沟通，确
保高效有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打赢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攻坚战。

12日，当我们驱车行驶在通山往南

林桥镇石门村的旅游公路上时，意外地

发现一片彩色水稻基地。那由红黄紫白

黑五种颜色组合而成的水稻，给乡村的

秋色增添了绚丽色彩和无限情趣。

45岁的郑立乔是这片水稻基地的

主人。当日，他戴着一顶草帽，正与聘请

的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忙碌收割。

听说我们对这片彩色水稻感兴趣。
郑立乔便抱了一捧刚割的紫色水稻，让我
们仔细瞧。“看看，颗粒分明，密而饱满。
成熟前更好看，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郑
立乔一脸喜悦。

郑立乔脸庞黑黝，双手粗糙，一看就
是经常在田里摸爬滚打的种田“把式”。
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山大路人。2010年

前，他与村里很多人一样，在外打工。随
着家乡的不断发展，他萌生了回乡发展的
想法。这样不仅方便照顾母亲、陪伴小
孩，还能为家乡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力量。

郑立乔祖辈都是田间劳作的农民，对于
种田，他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和天赋。
2010年，他回乡主种红薯和辅种水稻。

“红薯好种，而且价格也高。红薯成

熟季会有人上门收购，新红薯一斤五毛，
过年时一斤一块。”郑立乔说，当年，他还
成立了通山绿康种养专业合作社，带领村
民一起致富。2013年，郑立乔开始规模
种优质稻。当年，他流转水田100余亩，
发展至今已流转近3000亩。

“我知道市民们对粮食安全性要求
高，所以选择的肥料都是达到无公害标准

的有机肥。”郑立乔称，几年来，他积累了
不少种水稻的经验，如肥水管理、病虫害
防治、适时晒田等。

让郑立乔骄傲的是，多年的摸索，水稻
产量从曾经每亩700斤，增长到现在每亩
1400—1500斤，他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种
粮大户。“这几年的经验积累和人脉积累，
给我种生态彩色水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返乡种优质稻，成有名种粮大户

“种彩色水稻，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结果。”郑立乔知道，石门村生态环境很
好，而且正在打造旅游乡村。他早有在石
门村流转土地种生态水稻的想法。

正巧，通山县和南林桥镇相关领导找
到他，邀请他到石门村种植生态彩色水
稻，为石门村的旅游发展尽一份力。

郑立乔对彩色水稻有所了解。彩色
水稻指叶色、穗色等为常规的绿色以外的

其它颜色的水稻，主要是施用生物农药和
绿色肥料，除能观赏外，产出的稻米还可
以食用。彩色稻谷被称为最原始、最传统
的稻谷。

今年初，他流转田地260亩，试种彩
色水稻。“彩色水稻比一般水稻要麻烦得
多。”郑立乔说，一方面是土地流转、设备购
买、人力资源报酬等都需一笔不小的费用；
另一方面受地理环境和技术制约，石门村

位于山区，有些地段光照不足，且彩稻的种
植不比一般水稻，技术要求较高。

“光照不足，就有可能灌浆不足，不仅
品质差，产量也上不来。合作社的成员都
是普通农民，头一次种彩色稻，技术跟不
上。”郑立乔满心忐忑。

县、镇相关负责人的帮助打消了他的
忐忑。县、镇农业部门安排技术专家下田
进行技术指导，还免费送来了20多盏杀

虫灯、2000多张诱虫板。走在田间小路，
郑立乔说，这些杀虫灯和诱虫板为生态彩
稻种植提供了很大帮助。

当绿油油的稻田里长出一片片彩色水
稻，紫的黄的红的交相辉映时，宛如一幅美
丽色彩画，成为了美丽乡村的新景观，也给
了郑立乔希望。一位村民说，自己已经50
多岁了，第一次见到彩色水稻。从7月份
开始，不少游客在稻田里拍照留影。

种生态彩色稻，秀出美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