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

示了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名单，全国256个村落

上榜。其中，湖北省共有

10 个村入选，通城县大坪

乡内冲瑶族村榜上有名。

内冲瑶族村地处千年

古瑶发源地药姑山下，是

湖北省唯一一个国家级瑶

族特色保护自然行政村。

该村保存着古井、神台、梯

地、石墓、石庙、石柱等瑶

族历史遗迹，沉淀着瑶族

先民的文化气息。2016年

11 月，内冲瑶族村入选第

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年来，内冲瑶族村坚持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

发展、文化特色、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相结合，大力

实施环境整治、河道改造、

人居提升、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成为环境优美、村容

整洁、生活幸福、乡风文明

的美丽村庄。

（文/图资料由通讯员
周勇提供）

内冲瑶族村
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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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粮食安全“耕”基 描绘乡村振兴“丰”景
通城建设22.63万亩高标准农田

本报讯 记者陈新、丁伟、特约记者付婧烨、通
讯员黎逢兵报道：18日，通城惠民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黎鸿友与大坪乡沙口、农林村签订租赁
协议，按照300元一亩的价格，一次性流转了1541
亩耕地。

“小田并大田，便于机械化耕种，便于高标准
农田建设。”黎鸿友说，秋收结束后，将推倒田埂，
将一块块小田整合成大田，加上之前流转的1700
亩，他手里的“大田”达到3200多亩，实行整地、育
秧、播种、防治、收割、烘干仓储等全程机械化作
业。

据统计，通城县共有耕地面积40.02万亩，人均
耕地面积0.74亩，远低于全国人均1.36亩的水平。
小农生产方式、外出打工大县，是通城农业发展需要
长期面对的现实。为解决耕地“谁来种、怎么种”难
题，县委、县政府精心部署，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大
坪乡党委政府、农林和沙口两村村委为试点工作实
施主体，实施“小田并大田”试点，两个试点村共涉及
12个组、528户农户、1541亩水田。

为推动“小田并大田”工作试点,县领导与农业

农村部门负责人4次赴农林村、沙口村进行调研，制
定试点工作方案，召开了七场屋场会，将政策宣传透
彻、解释清楚，现场解答群众困惑，让群众打消顾虑，
形成共识，将试点区域的田块统一集中流转到村集
体，委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代行并田，流转土地的农
户每年按“300元保底+租金40%分红”模式获得流
转收益。

“将因地制宜，对试点区域内小而散的田块合并
平整，构建田成方、路相连、渠相通的新格局。”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黎云飞说，按照“面积不减少、质量有
提高”的原则，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保障“小田
并大田”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碎地变整田，小块并大块，劣地变沃土。近几
年，通城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健全项
目储备库，常态化、动态化储备一批具备实施条件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县农业农村局组建工作专
班，做好项目前期各项准备，乡镇、村大力支持配合
做好项目建设协调工作，乡镇长负主责，分管负责
人具体抓；项目业主、施工单位和各乡镇把质量放
在首位，围绕田块整治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

道路工程、农田防护工程、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等建
设内容，科学合理设计，有序安排工期，形成“储备
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的滚动接续
机制。

走进通城县大坪乡韩岭村高标准农田改造区，
放眼望去，新刷黑的道路延伸到田间地头，平整有序
的农田土地、纵横交错的沟渠水系，处处充满着生机
与活力。

县农投公司副总经理王敏介绍，韩岭村高标准
农田改造项目从2022年10月开始建设，目前已完
成投资328万余元，建设覆盖面积1185亩，新建覆
盖全村沿线的农渠1027米，新建斗沟1328米、田间
道路1518米、挡土墙336米、农桥5座及其他配套
设施，全村2900多人受益。

一幅幅田平整、沟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
宜机化、高效益的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徐徐展开。目
前，全县共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22.63万亩，为主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有效保障。元月至8月，全县
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3.7亿元，同比增长8.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12元，同比增长8%。

本报讯 通讯员毛新民、黎赛明
报道：9月上旬，上海东湖美食节上，
通城“两头乌”猪肉作为湖北26个优
质食材品种之一，进行集中展示和品
鉴，与上海御味实业有限公司签订
1000万元的销售协议。

3月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
农村频道《致富经》栏目摄制组走进
通城，聚焦“两头乌”猪产业发展,进
行为期一周的拍摄。

通城“两头乌”猪是“华中两头乌
猪”中的重要成员，是国家级生猪资
源保护品种，有五六百年的养殖历

史。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长快速
的“洋猪”兴盛，“两头乌”逐渐黯淡。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升，肉质鲜嫩
的“两头乌”重新受到市场的青睐。

县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吴飙说，
近几年，县畜牧部门到华中农业大学
等单位寻求合作，以通城“两头乌”为
母本，经过八个世代的选择，培育出
一个新品系——“鄂通两头乌”，在很
大程度上改善了生长速度慢与瘦肉
率低的问题。目前，通城县共有
1075头“两头乌”能繁母猪，已建立4
个保护区、50个保种基地村。

改良“两头乌” 守护猪“芯片”

高密度养鱼 “游”出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马和

平报道：18日，走进通城县五里镇圈
养高密度水产养殖基地，一个个大型
圆形圈养桶排放规整，鱼儿在水中活
蹦乱跳，长势良好。

“高密度养鱼生长快、产量高、效
益好，年产鱼量是传统水面养殖的
10倍左右。”基地务工人员徐海华介
绍，投放的饲料也比原来要少。

据了解，圈养高密度水产养殖模
式，是水产养殖业中的一项新兴养殖
技术，目前已在五里、塘湖、马港等乡
镇成功实施。

近年来，通城努力践行渔业绿
色、健康、高效的发展理念，大力发
展设施渔业、科技渔业、生态渔业，
不断提高水产品质量和产量，以渔
业提质增效，渔民增收为目标，实现
渔业经营主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推进乡村水产业振兴发展。县
农业农村局狠抓渔业苗种春投春
放，实现全县塘库苗种满投足放；引
进名特优苗种，培育繁殖新品种，优
化调整养殖品种结构；加强设施渔
业发展，建设圈养桶46个、920立方
米。

集约化育苗 丰富“菜篮子”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吴忠

福报道：19日，在通城县北港镇庄前
社区绿康种苗基地，白菜、包菜等幼
苗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一筐筐新鲜
蔬菜苗从这里装上货车，发往全国各
地。

“现在每天出货量达50万株，主
要销往武汉、长沙等周边及本地市
场。”基地负责人刘志刚介绍。

近年来，通城县积极引进蔬菜种
植项目，严格落实奖励政策，多措并
举，支持育苗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254个重点
蔬菜大棚纳入政策保险范围；完成
325个蔬菜大棚维修、新建260个蔬
菜大棚；新建成蔬菜产品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9栋、新增仓储容积4234立
方米；完成绿康种苗改造升级，辐射
湘、鄂、赣三省，带动全县20余家蔬
菜专业大户，提升蔬菜种苗供给水平
和能力。

目前，全县完成播种面积9.34
万亩，预计蔬菜总产量11.25万吨，
总产值达2.36亿元。

开发夏秋茶 延伸茶业“链”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杜六

甫报道：前者抬机器、后者牵布袋
……18日，通城县三香茶业白马基地
200亩茶园内，茶农们两三人一组相
互协作，正忙着用机器采收夏秋茶。

“茶园一天能采800斤鲜茶。”基
地负责人罗楚方介绍，夏秋茶的采摘
时间在每年的4月到10月，可采收4
批，主要销往当地茶叶加工企业。

据介绍，夏秋茶的采摘时间在名

优茶和老青茶之间。去年，通城一改
“名优茶+老青茶”加工模式，深挖夏
秋茶市场潜力，加大对夏秋茶的开
发，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兴建了三条
夏秋茶加工线，进一步延长茶叶生产
周期，增加茶产业经济效益。

通城县特产局局长杜六甫介绍，
夏秋茶的开发将对茶产业起到强链
补链的作用，实现茶叶全链条融合发
展。

本报讯 记者陈新、丁伟、通讯员徐智慧报道：
上月，通城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在县银山广场开展
集中销毁非法捕捞渔具活动，用实际行动打击和震
慑非法捕捞行为。

销毁现场，执法人员通过分解、拆卸、锤击等方
式将非法渔具网具进行集中销毁，在销毁完成后，
这些非法捕捞渔具将被送往专业机构做进一步处
理，坚决防止渔具网具再次流入市场。

此次集中销毁活动，是通城县开展农业执法的
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县农业农村局紧紧围绕省、市、县关
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安排，以国家挂牌督办

问题整改为契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措施落实
落地，统筹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始终做到依法
行政、依法护农，为全县现代农业持续健康有序发
展保驾护航。

该局通过配齐执法装备，组织党员干部学法学
政策等，增强执法队伍“软硬”实力，进一步提升执
法履职能力。结合“3.15”、国家安全教育日、“12.4”
国家宪法日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普法宣传；培育
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一对一开展普法、跟踪指导
服务。强化日常监管，不定期开展拖拉机、能源沼
气、渔业船舶安全等隐患的大排查和专项整治，预
防事故发生；对农资经营、私屠滥宰、非法捕捞等开

展常态化执法监管；与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县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开展“生猪产品专项整
治行动”“农村乱占耕地专项整治”等联合执法。

两年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2216人次，印发宣
传材料22500余份。查处各类违法案件34起，调解
纠纷28起；排查和治理农机安全隐患71起；查获电
鱼设备96台/套，网具38张。

农业行政执法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目
前，全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1798家，其
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15家，省级以上示范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39家。元月至8月份，农产品加工
产值达到36亿元。

通城农业行政执法护航增产增收
全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1798家

本报讯 记者陈新、丁伟、通讯员徐智慧报道：
日前，农业农村部官网公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镇名单，通城县塘湖镇望湖村成功入选。

望湖村位于通城县塘湖镇东南部。近几年通
过党建引领，探索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提升农
村建设总体水平，激发乡村活力，全村村容村貌、社
会治安得到极大改善。

近年来，通城县委、县政府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民生工程常抓不
懈，久久为功。该县以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
进县”为动力，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进一步

改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努力把通城建设为美
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

多举措开展村庄常态化清洁行动，完善“村庄
清洁日”制度，构建县、乡（镇）、村三级联动机制，引
导村民参与共同缔造美好环境，形成人人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的强大合力。

建立完善管护机制，各乡镇、村因地制宜，因类
施策，采取适合本地的长效管理方式，充分发挥村
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的带头、监督作用，落
实农村户厕日常管护责任，并将农村公厕全部纳入
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员管护范围，实行绩效考核。

同时，县农业农村局结合信息系统和实地检查，实
时掌握农村户厕新建、整改进度和人居环境整治情
况，且不定期组织开展分片督导，集中明察暗访，对
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

2021年，通城县在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成效评估验收结果通报中为优秀等次；大
坪乡内冲瑶族村、塘湖镇望湖村、麦市镇分别被评
为湖北旅游名村、省级绿色森林乡村、省级生态村
镇等。

2022年，五里镇尖山村、麦市镇井堂村、北港镇
横冲村获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通城人居环境整治常抓不懈

建设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