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特色农业开发区高起点谋划

官塘驿镇位于
赤壁市东北部，东与咸安区
汀泗桥镇接壤，南与崇阳县相连，西
临陆水千岛湖风景区，北接咸安区向阳湖
镇，镇区距赤壁市区20公里、距咸宁市区
25公里。

官塘驿为古代朝廷重要驿站，明洪武十五年
（公元1382年）由知县李居仁创建，相传官家修
一水塘而得名。民国初年粤汉铁路通车，在此设
有火车站，古驿道成为公路，与铁路平行通过官
塘驿，遂成为重要集镇。京广铁路、武广高铁、
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穿镇而过，火车站、京珠
高速泉口互通将该镇融入全国铁路、高速公路交
通网。乡村公路四通八达，泉口湖水运直通长
江，水陆两便。

官塘驿镇山上有绿色银行，18万亩楠竹生产
基地。水里有聚宝鱼仓，泉口湖万亩水产养殖基
地。地下有丰富矿藏。地上有御屏山、十里坪
4000亩猕猴桃农业观光园。境内有随阳竹海、
葛仙山万亩野樱花自然景观，构成了山清水秀的
美好图画。

全镇版图面积336.8平方公里，设22个村，
3个社区，328个村（居）民小组，34个党支部（总
支、村党委），党员2113人，总人口7.1万余人。
官塘驿镇是湖北省一百个重点中心镇之一、全省
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乡镇、“一村一品”有机猕猴
桃示范乡镇。

仅去年，全镇获得上级表彰表扬26项，包括
官塘驿镇派出所获评“一级公安派出所“,张司边
村被表彰为全省“百佳村民委员会”,独山村入选
“湖北省美丽乡村试点村”,西湾村获评“湖北省综
合减灾示范村”，官塘驿镇入选咸宁市“2021年
度全市涉农乡镇推进乡村振兴十强乡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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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美业兴百姓富村美业兴百姓富
————赤壁市官塘驿镇唱好乡村振兴赤壁市官塘驿镇唱好乡村振兴““致富曲致富曲””

街道宽阔绿美，小区舒适漂亮，工业园区生机勃勃，农业

生态园亮点纷呈，农家庭院干净整洁……穿行于赤壁市官塘

驿镇，繁荣富裕、和谐文明的气息迎面拂来，令人流连忘返。

官塘驿镇党委书记宋建军介绍，官塘驿镇，一座积淀着荣

光与历史的小镇，一座跃动着生机与活力的小镇。她承载着

7.1万老百姓对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美好向往。

近年来，赤壁市官塘驿镇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市工作要求，以乡村振兴为总抓手，统筹流域综合治理，让该

干什么的地方就干什么。实施五大振兴战略，围绕农民增收

致富，加快推动123产融合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

同富裕。

该镇连续两年被评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十强乡镇”。

七月初的一个早上，来到官塘驿镇西湾村猕猴桃基
地，放眼望去，一层层猕猴桃架分布在各个山头，整齐有
序。猕猴桃藤蔓爬满支架，叶片郁郁葱葱，架子底下，密密
匝匝挂满猕猴桃，团团簇簇，个个饱满鲜嫩，十分喜人。工
人们分布在各个山头，为果树除草、套袋。

高级农艺师袁炎良介绍，该基地面积约4000亩，丰产
后年产量可达6000吨，年产值达2.4亿元。

猕猴桃产业是赤壁市的特色优势产业之一，得到市场
和消费者的青睐。近年来，官塘驿镇结合自身优势，不断
加快发展特色现代农业。

该镇大力推进猕猴桃产业化发展，全力打造御屏山猕
猴桃农旅小镇、西湾村猕猴桃科研小镇，形成“一镇一品、
多村一业”良性发展模式，支持西湾村创建乡村振兴示范
村。目前，全镇共有猕猴桃基地1万余亩，年产值5亿元，
带动周边120余人就业。

同时整合葛仙山、小九寨、张司边等旅游资源，全力配

合建设葛仙山片区户外营地，支持张司边村发展精品民宿
等新业态，积极探索“旅游+”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乡村特
色旅游产业。

充分发挥“三位一体”农合联作用，培育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推动十八里畈村优质高产双季稻基地、独山村
顺通农业综合体、泉洪岭村茶叶基地、西湾村温泉养殖海
鲜水产品等一批特色农业产业项目建设。

做好农业重点龙头企业服务，支持御屏山今楚联合育
种基地建设成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生猪联合育种数字技
术创新平台。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官塘驿镇党委书记宋建军
说，官塘驿镇深度融入赤壁市“123”区域和产业发展布局，
依托处于107国道经济带和特色农业开发区交汇处这一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持续推进官塘驿镇“3＋5”区域发展战
略，打造特色农业开发区，助力乡村振兴和赤壁高质量发
展“加速跑”。

6月底，位于官塘驿镇的中科盐谷“竹盐＋”华中产业
基地，厂房外，锯竹组三人一组分工配合，一人将竹子锯成
一截截约一米长度的竹筒，两人将竹筒中多余的竹节去
除。厂房内，窑炉正旺，煅烧着竹盐，一派繁忙的生产景
象。

基地负责人刘腾介绍，基地与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围绕居家生活已研发出120余款绿色
健康产品，能满足人们居家常用、养护调理、健康生活的需
要，形成全业态的“竹盐＋”产品链，年产值达5000万元。

这是该镇充分利用“一颗竹”的缩影。提起官塘驿镇
双丘村，人们立刻就会跟楠竹画上等号。该村“双乔竹业”
合作社现已带动楠竹初加工个体企业20家，其中竹拉丝企
业11家，一次性竹筷厂4家，竹炭厂3家，竹颗粒厂2家，每
家带动附近村民就业30人以上。

赤壁市官塘驿镇德睿电子有限公司是2020年成立的
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电子企业，主要生产电子产
品、耳套护套、皮革制品、耳机配件等产品，年产值3000多
万元，带动附近500余人“家门口”就业。

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官塘驿镇党委政府
把人才队伍建设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加强党员干
部队伍建设，同时通过换届选优配强村级“两委”班子，从

严从实抓好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等。深入开展“两专一
晒”提升工程，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服务能力强、发
展思路清，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队伍。

另一方面，发挥商会桥梁纽带作用，强力推动以商招
商工作。官塘驿商会成立于2013年，会员企业50来家，多
为官塘驿籍在外企业家。官塘驿镇加强与企业家的沟通
对接，通过“政府+商会+企业”的模式，引流更多的企业来
官塘驿开拓市场、投资兴业。今年以来，官塘驿镇共组织3
批次20人次赴江苏扬州、武汉等地招商，已达成意向入驻
企业6家。

回归的人才会“念经”，本地培养的本土人才也很
“牛”。为培养本土人才，激发内生动力，该镇不定期组织
开展农技人员素质提升培训活动、新型职业农民工培训民
生工程，采用现场指导与线上培训的方式，帮助一大批农
民掌握科学技术。同时，邀请大学老师、科研机构、企业人
才到该镇开展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近年来，该镇坚持产才融合，打造聚才“强磁场”，持续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发展乡村旅游、精品
民宿等新业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越来越宽，同时实现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显著提
升。

来到官塘驿镇西湾村，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街巷、优
美的墙绘、美观的绿化。一户户农家小院窗明几净，一条
条乡村道路干净整洁，百姓面貌多姿多彩，村民们你一言
我一语聊着村里的变化，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我们村干净整洁、空气清新、路面宽敞，房子错
落有序、文化墙氛围浓厚、休闲健身广场设施齐全，走到哪
儿，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西湾村村民王海泉说，房前屋
后村民自己负责，公共屋场共同负责，干道马路村里负责，
垃圾清运镇里负责，分工明确，大家都愿意参与进来，一起
把环境改善好。

今年以来，官塘驿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
平。

该镇坚持以“共同缔造”为总抓手，以村湾为单位召开
屋场会，充分发动群众，全员参与，聚焦房前屋后和陈年顽
疾等重点难点，扎实推进，全面铺开，绘就官塘驿镇一户一
处景、一村一幅画的人居环境新画卷。

该镇还制定了环境卫生整治激励机制方案，月月“打
擂大比武”，形成了全民参与、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

氛围。以基层治理带动治垃圾、治水、治厕、治房，系统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全方位治理工程。

乡村振兴，既要“颜值”，也要“气质”。官塘驿镇有自
己的独特方案——

坚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努力做好竹林抚育，葛仙
山万亩野樱花和330棵古树名木保护，严格落实西凉湖、陆
水湖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捕”工作，完成泉口湖1500
亩尾水治理工程，严控盗采矿石、违规毁林等行为。

大力保护传统村落和特色民居。推动张司边村传统
村落保护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大贵村申报湖北省传统村落
进度，支持更多有条件的村（社区）申报省级以上传统村
落。

巩固提升4座非煤矿山修复、17座水库退养及古树保
护成果，还老百姓“满山青翠”、“一库清水”和“古树苍
翠”。狠抓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严控辖区内养猪场新增数
量。

以严格落实“河湖库长制”、“林长制”和开展“清河行
动”为抓手，确保每一块土地、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树林有
人管、管得住、管得好，争取创建省级以上森林乡村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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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产才融合强磁场高质量发展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高标准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