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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通讯员 胡晓轩 雷佳琪 万浩

咸安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深
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针对
土地碎片化、机械化率低、水资源利用
率低等问题，将零散小田块整合成大块
良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能。

7月16日，笔者来到横沟桥镇孙田
村二组，眼前的农田一片翠绿，水稻稻
株茂盛，生机勃勃，这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孙田村带来的喜人成果。

村委会干部冯志勇告诉笔者：“农
田改造之后，今年这一片已经全部种完
了，种粮大户也愿意来种，集中机械好
操作。路通了，每个田都有下步点，机
械也可以进去，方便多了。现在农户可
以用电动车把复合肥运到田边，农民们
都愿意自己耕种了。”

据悉，咸安区2023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该项目
总投资额2850万元，总面积达到2.2万
亩，由咸安区经发集团天立路桥有限公
司承建，项目涉及土地平整、塘堰加固、
渠道改造、管道输水、排水沟整治、田间
道路建设及泵站设备安装等多个环节，
横跨汀泗桥镇、双溪桥镇、贺胜桥镇、横
沟桥镇、桂花镇、马桥镇、高桥镇等多个
乡镇，覆盖23个行政村。

项目相关负责人朱芳琪介绍：“项
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5%，现在主要
进行水毁修复工程，预计今年 7月底
竣工验收，8月中旬进行区级验收。”
该项目通过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
排水系统升级等措施，对1.7万亩农田

进行深度改造，提升农田基础设施，将
有效增强粮食生产和防灾抗灾能力，
提高排涝标准和灌溉保证率，促进农
作物产量、品质和产值的提升。在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项目采取多项措施有效
防止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提高耕地
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推动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
朱芳琪表示：“该项目实现了农田

基础设施的显著提升和农业生产条件
的全面优化，极大增强了粮食生产和
防灾抗灾能力，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
专业化、标准化，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
保障。”

咸安区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咸安区在推动农
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下一步，咸安区将继续加
大投入，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
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今年初，一家可让普通“宝妈”月收
入过万的服装加工厂入驻咸安商贸物流
区，让周边数百名“宝妈”过上了在家门
口增收致富的好日子，也为促进我市产
业发展、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为何
选择入驻咸安，企业老板有什么办企理
念？笔者前往现场一探究竟。

7月17日，艳阳高照，咸安商贸物流
区湖北维特纺织服装加工厂1300平方
米的生产车间内，五台立式空调不停运
转，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强劲凉风，使室内
温度稳定在26℃。裁剪、打样、缝纫、熨
烫……工人们手法熟练，在各自的岗位
上干得火热。

“目前厂里有十几条流水线，配备了
60台缝纫机，80多名固定工人，基本为咸
宁本地及周边的宝妈们。订单主要来自
武汉、株洲、福建等地，也通过抖音直播
线上销售，产品直接供应给武汉汉正街
的批发商。工厂始终满负荷生产，年产
值可达700余万元。”负责人陈勇说道。
陈勇是咸安区官埠桥镇人，他告诉笔者，

之前在外务工，家里的大小事情都顾不
上，更没法照顾父母妻儿，经过数十年在
服装行业摸爬滚打积累了一定人脉、资
金和渠道，了解到家乡的惠企政策后，他
毅然决定回乡创办服装加工厂。

“从入驻，装修到运营，商贸物流区
都为我们提供保姆式服务，消防、环保等
部门不时来检查工作，检查标准严格，我
们厂里的各项设施都按照标准配备齐
全。”陈勇说，办企业30年，他认为最重要

的是一个地方的市场环境和运营模式。
选择在咸安商贸物流区入驻，一是租金
低廉，二是接了订单后通知大家来做，基
本上随喊随到，觉得把工厂建在家乡很
亲切。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大批女
性就业，他觉得很有意义。

“我之前在武汉打工，结婚后就在家
看孩子，也不能出远门。现在家门口建
起了服装厂，我就到厂里报了名。一个
月能拿到5000多元，不仅稳定，还能照顾
父母和两个孩子，我很高兴。”车工彭海
霞表示。

陈勇告诉笔者，服装厂上班时间为
早上八点，下班时间为晚上九点，厂里承
包工人中午和晚上的伙食，月休两天，根
据工种的不同计算工资，工人的月平均
工资达6000元，其中月工资10000元以
上的员工占30%。下一步，他计划招工
达到120人，并继续探索服装加工厂电子
商务发展的道路，通过线上线下的经营
模式，带动更多的群众走上在家门口就
能增收致富的道路。

咸安“家门口”的加工厂

托起群众致富梦
通讯员 熊潇 岳鹏

本报讯 通讯员陈柱、孟诗颖报道：在蜿蜒伸展的官埠
桥镇S360（官埠段）的道路两旁，无数花朵以它们独有的姿
态，悄然绽放，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五颜六色的花在公路
旁随风摇曳，粉的、红的、白的、紫的组成一片花的海洋，成
为这条路上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当你驾车行驶在S360（官埠段）的道路沿线上，各色的
花让人应接不暇，无一不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美丽。打开车
窗，就能看到蜂儿忙着采蜜，蝶儿伴你身旁，色彩斑斓的花
朵也在向你招手，飘过独属于它们的芳香。细叶婆娑暖意
扬，秋英含靥绽芬芳，每到7月至10月，暖风吹过，波斯菊
如期而至，一片片绚烂的色彩替代了绿油油的小草，为
S360（官埠段）的道路沿线增添了不一样的风景。

官埠桥镇

S360道路鲜花绽放

水上运动迎热潮

咸安“亲水经济”升温
本报讯 通讯员胡晓轩、孙玉洁报道：暑期的到来，让

水上运动迎来了高峰。相较于空调房，水上项目给人们带
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解暑体验。咸安区水晶谷水上世界、松
鼠部落水上乐园等景点人气大增。

7月19日，在水晶谷梦幻水世界、松鼠部落水上乐园、咸
安区高桥乡村网红河，许多游客一家老少都来戏水游玩，夏
日的“亲水经济”为商家和消费者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和收益。

“周五了嘛，都放假了，带小孩一起过来玩，这里挺好
的，小孩子在这玩得挺开心的，大人也玩得很好。”游客彭先
生说道。“最近天气太热了，带孩子来玩一下水，既开心又清
凉。”游客蒋女士说道。

炎热的天气里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水上项目，这也给
水上世界、水上乐园、网红河等带来很高的客流。游客们会
选择现场购买泳衣、泳圈、泳镜等游泳装备，参与有趣的水上
活动，“亲水经济”带动的二次消费成为商家的利润增长点。

“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在500至2000人之间，在
周六周日的时候，客流量甚至能达到1000至2000之间。
从6月30日试营业开始一直到今天，每天都是持续火爆的
状态，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后是游客的入园高峰期。”水晶谷
梦幻水世界负责人单文建介绍道。

水上运动的繁荣为游泳馆、水乐园、水上装备制造商和
供应商等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同时，水上运动的火爆也带
动了餐饮、住宿、旅游娱乐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为本地经
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双溪桥镇毛祠村

“桂乡管家”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陈谦、周嘉报道：7月15日，走进咸安区

双溪桥镇毛祠村5组，修缮的道路干净整洁，田间的金银花
灿烂开放，村民们农忙热情高涨，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

几年前，毛祠村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废弃的房屋，村子
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今年来，在“桂乡管家”的助力
下，毛祠村产业发展逐步壮大，村湾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在

“管家”们的带动下，毛祠村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将荒
地和林地进行连片整理，采用机械化种植模式统一耕种，每
亩土地流转租金达到200-300元；通过签约河南种植大
户，成立咸安区龙河种植经营部，签约承包1500亩土地用
于种植小米、小麦、玉米；引进四川泸州市禾顺实业有限公
司，成立湖北禾乐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5000亩土
地租赁合同，用于种植高粱、小麦、油菜等作物，专供茅台、
习酒、郎酒、劲酒等知名酒企。

下一步，毛祠村将继续深化“桂乡管家”模式，通过“管
家”走访收集问题、开展民情分析会等方式，倾听民意，解决
村民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创新村湾治理中贡献毛祠
智慧。

咸安发改局

主题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柯细喜报道：7月19日上午，咸安区发

改局联合青龙社区开展“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宣传教育活
动，青龙社区居民约100余人参与活动。

在活动现场，咸安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王艳红以“粮食
安全联万家 节约粮食你我他”为主线，宣读“反对浪费、崇
尚节约”保障粮食安全倡议书。随后，工作人员通过宣传展
板向参加活动的居民介绍《反食品浪费法》、粮油储粮减损
技术、粮油适度加工减损技术、食用油科普知识等粮食安全
知识，并向在座的居民分发了《粮食安全保障法》《保障粮食
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宣传小手册共计200余份。

在与社区居民互动问答环节，一位居民站起来提问道：
“为避免粮油食品浪费，我们每人每天应该摄入多少食用油
呢？”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建议成人每人每天食用油的摄入
量以25克至30克最为适宜。”此外还强调油脂摄入过多容
易导致油脂资源浪费，同时容易引发健康问题。摄入过少，
也会造成身体所需营养成分的缺乏。

社区居民表示：“这样的活动应该多多开展，很有意义，
既让我们了解到节约粮食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
义，还让我们对《反食品浪费法》和《粮食安全保障法》有了
深入的了解，同时还掌握了不少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小窍
门、小妙招。今后我们将从自身做起，在家保证健康饮食，
科学饮食，适度饮食，在外践行光盘行动，文明点餐，适量用
餐，坚决反对餐饮浪费行为。”

7月15日，经过两年的精心抚育，
咸安区向阳湖镇甘棠村的40亩荒山上，
雷竹种苗抽枝拔节，冒出新竹，长势喜
人，变成了一片“绿色银行”。

2023年，甘棠村党委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立足该村气候、土壤等自然资
源优势，由村集体投入资金3万余元，
购买雷竹苗3000株，在荒坡地建起40
亩雷竹示范园，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新
路子。

“我们实地到崇阳、浙江等地考
察，发现雷竹产量高、效益好，在我们
这种植很有前景。”甘棠村党委书记熊
祥军说。

雷竹植株高大，根茎长而肥厚，生
长力强，是优良笋用竹种。每年10-12
月出秋笋，次年3-5月出春笋。雷竹笋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具有开胃减肥、美
容养颜、增强免疫力、预防多种疾病等
功效。

目前，示范园内的雷竹苗成活率达
到95%以上，每一株种竹旁都冒出了
1-2株新竹，随着根系的发育，到第三

年每株将发出十多株新笋。四年之后，
一亩地可产雷竹笋四千多斤，按每斤
10元计算，每亩纯收入将达到2万元-
3万元。

甘棠村有几千亩林地，村民素有种
植苗木的传统。近几年，随着苗木市场
的持续低迷，村民收入出现下滑。尽管
雷竹效益前景很好，但由于雷竹前期投
入较大，生长周期较长，村民种植积极
性并不高。村“两委”决定先行先试，引
领村民改种效益更好的雷竹。

“我们建雷竹示范基地就是要起到
示范带动作用，让广大群众看到效益之
后，再来种植雷竹。”熊祥军说，如果示
范园做好了，经济效益上来了，群众都
会跟着一起干，就可以把雷竹产业快速
做大，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

甘棠村村“两委”计划3-5年内将
雷竹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亩以上，采
取大户承包、集体经营等方式，加强林
间管理，提高竹笋品质和单位面积产
量；加强市场营销，保障群众利益和村
级集体收入。

盘活荒山 种植雷竹

甘棠走出特色产业新路
通讯员 李卫东 李昕桐 张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