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植蔬菜、深耕甘蓝、“搭”上合
作社，看准比较优势，蹚出一条致富
路，这是“老把式”叶祥松的三次转
变。

打破种子垄断、提升产品品质、
打响地域品牌……走科技之路、质量
之路、品牌之路，这是嘉鱼县的三个
发展秘诀。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
不只是嘉鱼，放眼全国，镇江的草莓、
大同的黄花、四平的玉米……近年
来，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靠科技进
步，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以产业
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大江南北、
沃野田畴，亿万农民满怀信心耕耘在
希望的田野上。

农村天地广阔 农业大有可为

晨间，阳光明媚，虽已立冬，仍有
暖意。

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镇十
里蔬菜长廊，个头饱满的甘蓝从叶片中
探出了头，满目碧绿，长势喜人。57岁
的菜农叶祥松正在地里忙活，砍菜、去
叶……不一会儿，圆滚滚的甘蓝就装满
了两箩筐。

11月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走进田间，察看蔬菜长势，详细询
问蔬菜品种、种植技术、销售等情况。
叶祥松说起来依然激动：“我们要铆足
干劲，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作为种菜“老把式”，叶祥松对过去
最深刻的印象是辛苦。“当时地里种棉
花，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他说。

后来，看一些村民种辣椒、番茄、白
菜，收入不错，叶祥松也动了心，开始了
自己的第一次转变——转品种。

叶祥松学着别人种了11亩菜，各
品种都有，可是种类多了，需要花费的
精力也更多，“一年辛苦下来，感觉产量
也不多，钱也没多挣。”

种菜时间长了，叶祥松慢慢摸出门

道：如果单种甘蓝，每年9月份移栽，3
个月左右就能成熟，一亩产量有8000
斤左右，收益会更大。

下定决心，叶祥松开始第二次转变
——转方式，他将自己种植的其他应季
蔬菜全部换成甘蓝。

然而，受到天气、产量、上市时间等
因素影响，蔬菜市场价格波动大，叶祥
松种植的甘蓝虽然产量大了，但没有销
路、不了解市场，能卖上好价钱的年份
并不多。

好在县里成立了湖北金润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公司又成立了联农带农合
作社。合作社提供的蔬菜种子、菜苗和
化肥价格比市场价低20%，还能帮菜农
集中售卖蔬菜。

叶祥松的第三次转变水到渠成
——转销路。

“我只要把甘蓝种好，就可以按协
议收购价卖给合作社，不用自己去卖，
种菜的底气更足了。”叶祥松说。

三次转变的背后，良种、良技、良法不
断帮叶祥松把菜种得更好、卖得更多。

早些年，市场上约90％的甘蓝种子
靠进口，供不应求。“那时为了抢购种
子，凌晨两三点就要去排队，去晚了就
没有。”叶祥松回忆。

经过10年联合攻关，农业专家在

嘉鱼县选育了甘蓝新品种“思特丹”，打
破了进口依赖。“新品种质量好，口感
好、能耐寒、防裂球、保鲜久，在市场上
更有竞争力。”叶祥松说。目前，“思特
丹”甘蓝在嘉鱼县种植近10万亩，成为
长江流域越冬甘蓝主栽品种。

种得好，还要卖得俏。抓产品认证、
品牌提升，才能把蔬菜种植这个富民产业
进一步做好，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镇上成立蔬菜营销协会，发展127个
蔬菜专业合作社，注册多个蔬菜商标。“嘉
鱼甘蓝”品牌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以前我们的蔬菜主要卖到武汉，

有了品牌后，销往日本、韩国、俄罗斯等
地。”叶祥松说。

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如
今的嘉鱼县，露地蔬菜、设施蔬菜、水生蔬
菜三大板块年产量约127万吨，产值超
40亿元。在蔬菜产业的带动下，2023
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4432元，增幅达7.8%。

临近中午，阳光灿烂。叶祥松放下
手头的活歇一歇，抬眼望去，成片的甘
蓝也沐着金光。

（原载《人民日报》2024年11月8
日第2版）

湖北嘉鱼县发展蔬菜产业，助农增产增收

菜农叶祥松的三次转变
央媒省媒看咸宁

下图为嘉鱼县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 记者 陈红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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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道：11月9
日，全市产业发展专题会议召开。市委
书记周锋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增强抓好
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和紧迫感，突出产业核心地位，集中力
量做大做强全市主导产业、新兴未来产
业，强化供应链思维，坚持以现代供应链
体系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不断
增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和后劲。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听取了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情况、
供应链体系建设工作推进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和关键动力。要切实提高站位，深
化思想认识，突出产业核心地位，根据咸
宁产业发展现状、新发展理念要求和未
来发展趋势，深度对接省“51020”产业
集群建设和武汉市“965”现代产业体系，
进一步明确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集
中力量做大做强全市主导产业、新兴未
来产业，不断筑牢全市经济发展的基础
底盘。

会议要求，要锚定产业发展目标，找
准突破路径，不断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质
量。加强全市统筹，把主导产业、新兴未

来产业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突出位置，扎
实推进领导包保服务重点产业制度，加
快推进全市产业经济迈上新台阶。坚持
依靠科技创新，加快推动传统主导产业
转型升级，着力培育壮大新兴未来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咸
宁实践提供坚实支撑。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供应链思维，
全力搭建供应链平台，以现代供应链体
系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快完
善供应链工作机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要统筹整合资源，加强规划引导，优化公

共服务，着力构建数字化“天网”、物流
“地网”、供应链“金网”、服务贸易“商
网”，推动公共底座与产业供应链平台深
度融合。聚焦主导产业、新兴未来产业
发展所需，加快搭建多层次多领域供应
链平台体系，有效汇聚各类生产服务要
素，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

“四链”融合循环发展机制，更好服务和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徐小兵、张廷、石玉华、乐建舜、
李丽、刘复兴、王刚、夏福卿出席会议。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等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周锋在全市产业发展专题会上强调

强化产业核心地位 集中力量做大做强重点产业

详见第六版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装备保障条例》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会谈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
化。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
察时强调，“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上开拓进取”。

习近平总书记2013、2018、2022
年这三次到湖北考察，都高度关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此次湖北
之行，从“每次来都能看到新突破”
的赞语，到“科技高峰和产业高峰
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攀登”的勉励，
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的寄语，到“围绕重点产业
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融合”的嘱托，总书记对科教人才
优势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湖
北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赋予使命
担当。

勇攀科技高峰，要以硬肩膀扛
牢国家责。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到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推进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全面创新运
筹帷幄。我们要站在科技创新是
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
略支撑的高度，牢牢把握科技创新
的核心地位，主动融入全国创新
链，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构建以国家实验
室为龙头的战略科技力量矩阵，加
强基础研究，推进体系化、任务型
科技创新，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卡
脖子”问题，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贡献湖
北力量。

勇攀产业高峰，要以大担当展
现大作为。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驱动力，不断催生着新兴
技术和新兴产业。当前，各行各业
正如火如荼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许多产业展现出蓬勃向上的生
命力。发展新兴产业是大势所趋，
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产业、夕阳产
业，构筑未来发展优势，要做到喜

“新”不厌“旧”。湖北是重要的制造
业基地，传统产业比重较高，既要推
动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也要加快光
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发展，坚持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推动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更多叫得响
的品牌。

勇攀科技和产业两座高峰，要做好融合文章。此次考察
湖北，省里汇报时有句话，给总书记留下深刻印象：“‘点菜的
不吃饭，吃饭的不买单’。这个形容的是过去有种现象，教学
归教学，论文归论文，创新归创新。这种产学研脱节的情况必
须改变。”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资源要素的整合事关科
技创新过程的整体协同优化。我们要加快建设以“用”为导向
的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建立以“用”为导向推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发展的模式，一体推进教育发
展、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提升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

勇攀科技和产业两座高峰，要筑牢安全基石。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互促共生，产业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
成。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在湖北考察时明确要求：“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全面
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我们要牢记嘱
托、砥砺奋进，坚决抓好长江大保护，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
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小流域、平原水
网、湖库、丘岗、城市建成区治理，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统筹推动以土、水、农、林、城乡为主要内容的大地整理，
确保江湖安澜、碧水东流、净水北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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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欢、通讯员毛文报
道：11月7日，记者从咸安区科学技术和
经济信息化局获悉，咸安区7家企业上
榜湖北省经信厅公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
2024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

这些企业分别是：咸安区湖北中港金

属制造有限公司、湖北敏实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湖北广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咸
宁市洪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咸宁市丰源
高科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华耀达电气
有限公司、湖北二电电气有限公司。

湖北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评审，

要求申报企业通过5G、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北斗系统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核心制造环节深度融合，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其目
的是通过试点示范，探索智能制造最佳
实践的标准化、模块化、精准化推广路

径，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全过程、
全要素深度融合。近年来，咸安区科经
局把智能制造作为推动制造业变革的切
入点，将推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贯
穿始终，坚持狠抓企业培育，不断优化为
企服务，在试点示范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咸安新增7家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本报讯 记者汪思敏、
通讯员咸监宣报道：11月3
至4日，第十一届全国食品
安全监管信息工作交流大
会暨全国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甘肃）大会在甘肃省
兰州市召开，我市一案例入
选全国优秀案例，咸宁食品
饮料产业发展经验获全国
推广。

会上，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报送的《专业指导，全程支
持，“通山腊肉哥”茁壮发展》
案例入选2024年度全国“推
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优秀
案例，并以《“三链”助力咸宁
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题，介绍咸宁市情，从“招
商强链、服务补链、技术延
链”三个方面分享食品饮料

产业发展工作经验。
近年来，我市把食品饮

料产业作为建设武汉都市
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支
柱产业，红牛、奥瑞金、元气
森林、安利、今麦郎等400多
个饮料品牌落户咸宁高新
区，建成集研发、生产、包
装、营销等上下游配套完整
的产业链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会议
为契机，吸收借鉴其他地区
食品产业发展先进经验，增
进交流合作，推进“产学研
测”深度融合，建立从产品研
发、工艺流程到知识产权、运
输物流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推动食品饮料产业发展再上
新台阶。

招商强链 服务补链 技术延链

咸宁食品饮料产业发展经验向全国推介

《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