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前夕，襄州区双沟镇高营村，“清
洁家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乡亲们清
淤泥、扫树叶、铲垃圾，干劲十足，“能让
村子变得整洁、清爽，累点也开心。”

近年来，襄州区准确把握“共同缔
造”活动的丰富内涵，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因地制宜打造美丽乡村样板，奋力创
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

干群携手大清洁，处处皆景。该区
把村庄清洁行动纳入乡村振兴工作重要
内容，建立区、镇、村（社区）三级责任链
条，层层压实责任，切实履行责任主体，
按照“拆通畅、码整齐、扫干净、清沟渠、
保常态”的要求，深入开展“六清五建两
管一改”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发挥群众主

体地位，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活动,全力以赴将村庄清洁工
作落实、落细、落地。

齐心共建新农村，步步入画。该区
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建
设作为乡村振兴切入口，聚焦7项农村
基础设施和7项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大
力开展硬化、绿化、美化、净化、亮化、文
化等“六化”工程，围绕全区“一轴两翼”
大循环和三条精品线路（黄龙峪山红色
旅游线、双沟张家集生态旅游线、龙王文
化旅游线），不断提升村庄颜值。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襄州区
列出专项资金，建立奖惩激励机制，采取
定期、不定期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村
的环境卫生长效机制建设情况进行随机

检查指导，持续巩固整治成果；积极创建
500户区级“美丽庭院”，以庭院“小美”
聚合乡村“大美”；逐步推进积分制管理，
坚持积分内容群众定、积分方式群众议、
积分结果群众评的乡村治理积分制。

村庄美了，干群关系和谐了，村民的
生活品质提升了，文明新风吹遍村庄每
个角落。

从产业兴旺到生活富裕，从生态宜
居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如今的襄州，
一个个功能更优、实力更强、颜值更高、
活力更足的和美乡村渐次崛起，为城乡
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2023年，襄
州区农业农村局先后被表彰为全省农
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农业农村
系统先进集体。

“共同缔造”造就村美人和

建设农业强区，利器在科技，关键
靠改革。

该区充分抓住整县推进全国农民
合作社质量提升、“小田并大田”改革、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等试点机
遇，大胆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新路径，
加快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加快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让“专业人干专业事”。襄州区聚
焦强化规范建设、建立健全指导服务
体系两项试点任务，探索创新“合作
社+”建设模式，构建“新型服务+”指
导体系，农民合作社规范化水平逐年
提升。目前，全区共有农民合作社

1432 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社 175
家。2023年4月，农业农村部在山东
寿光召开全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襄州区农业农村
局现场作典型交流发言。

推动“小田并大田”，让“粮田”变
“良田”。鼓励广大农民和社会化服务
组织积极参与，按照“三段九步法”并
田工作模式，通过组织发动、政策培
训、化解矛盾等 9个步骤，推动农田

“优质、集中、连片”，提高农村土地规
模化经营水平，在试点区初步实现了
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

示范无人智慧农场应用场景，开

启智慧农业新时代。争取省级农业事
业创新发展（农机）补助资金项目，与
华中农业大学共建无人智慧农场，实现
农作物耕地、播种、管理、收获全程无
人化，不仅节省劳动力成本，同时还提
高了耕种作业的精度和效率，为农业生
产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

全域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社会化服务……一年来，襄州区锚
定建设农业强区的战略目标，以处理好
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加快补齐农业
农村发展短板，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经营活力、整体素质，为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襄州样板”。

先行先试打造“襄州样板”

“链”出农业产业新图景

新年伊始，襄阳郭氏阜丰粮油科
技有限公司的车间，一片忙碌。石磨
面粉、非油炸牛肉面等一条条生产线
高效运转，工人们在流水线上操作有
序。一盒盒包装精美的襄阳牛肉面、
牛杂面、杂酱面、热干面即将从这里发
往全国各地。

农产品加工产业，襄州区支柱产
业之一。2023年，襄州区大力鼓励
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快设备自动化、
智能化改造，按照“网络化、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安全化”思维，推动

农产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

襄阳三珍，布局海外，不仅在韩国
建成3000多平方米的海外仓，还在尼
日利亚建立5000亩芝麻种植基地，形
成国内、国外采购销售双循环。

盼盼食品，加足马力，补齐辣味食
品、油炸膨化食品短板，三条全新生产
线安装投产，不断完善休闲食品产业
链。

卧龙、郭襄、诸葛夫人等产品开始
出现在全国市场并走向海外，一片锅巴

带火一地经济。
襄州区农特产品展销中心加快建设

……
截至目前，襄州已发展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67家。下一步，将围绕六
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加快建设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预制菜产业园、全国性农产
品加工交易仓储加工项目，引进阿里巴
巴前沿数字技术为支撑和底层架构，助
力打造襄州区域公用品牌和N个企业品
牌，提高全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动力。

开启校地之间“双向奔赴”

老粮仓培育“新质生产力”

2023年最后一周，从襄州区“两会”上传来佳音：
这一年该区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312.5万
亩的目标任务落实到户到田，克服较为严重的自然
灾害等多重不利影响，全年粮食实现增产丰收。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2023年襄州粮食生产，那
就是“拼”。

夏收方面，作为全省小麦主产区，该区全力引
进、培育优良品种，运用机械条播、化学调控、一喷三
防等绿色高效技术，连续战胜冻害、病虫害、烂场雨
等不利影响，夏粮面积、总产连续六年稳居全省第
一。襄州区程河镇乔庄村示范片小麦实收测产
728.2公斤/亩，刷新我省小麦单产纪录。

秋收方面，整建制推进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
动，集成示范品种培优、减肥减药、绿色防控、统防
统治、机械收获全程机械化等技术模式，推动玉米
单产提升。

打造标准化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带动大面积单
产提升和均衡增产。襄州区程河镇孙岗村“吨半
粮”示范片实打测产，“小麦+玉米”平均亩产
1538.11公斤，连续两年实现“吨半粮”产量目标。
襄州“吨半粮”示范创建经验受到多家主流媒体关
注。

丰收的颜色可不止金黄色。2023年，襄州区结
合资源优势、国家需要、市场需求，进一步优化农副
产品生产结构。

借智中油所等单位专家团队，大力推广高油酸
花生品种，集成推广减毒固氮、减肥增效、病虫害绿
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全力发展花生精深加工产业
链，打造湖北优质油料品牌。目前，襄州区已成为
全省花生播种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机械化程度
最高、产业发展链条最为齐全的优势产区，油料生
产总量常年位居全国第三、全省第一，超额完成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目标任务……襄州丰收“拼”
图里，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2023年10月，随着首批师生抵达襄州，华中农
业大学襄阳校区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标志着，
襄州区与华中农业大学迈入校地合作新阶段。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近年来，
襄州区以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建设为抓手，
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高质量涉农人才培养、科研
平台培育，进一步深化校院企地融合、促进产学研
合作，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持续深化与华中农业大学全方位合作，创新“产
学研用推”合作模式。深入实施“四六工程”，推进小
麦、水稻、玉米等6个院士（专家）工作站相继挂牌，打
造“猪—沼—果菜”等高效种养结合综合种养示范基
地。

加快政策、技术、人才等各类创新要素集聚，推动
科技、产业、经济深度融合。华中农业大学襄阳现代
农业研究院（校区）千亩教学科研基地、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等项目落户襄州，华中农业大学的植物疫苗、华
麦1168、华薯1号等科技成果在襄州快速转化。去年
4月，襄州区获评首批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区
农业现代化进程正式步入全国领先行列。

创新科技服务模式，组建“农村科技特派员专
家团”筛选发布20项农业主推技术指南，将新技术
推广到各类农业企业经营主体。正大百万头生猪
全产业链项目被誉为“襄阳模式”，作为清华大学解
决“三农”问题的经典研究案例之一，列入全国农业
全产业链重点链动态管理。

围绕涉农产业链，瞄准高端人才，推动创新成果
转化。引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专家团
队，创建“花生控毒固氮提质增产关键技术”，实现增
产20%左右。襄州高油酸花生高产攻关示范片亩产
达680.03公斤，创历史新高。

东风井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东风井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襄阳襄阳））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人在生产线上
组装智能拖拉机组装智能拖拉机。。

湖北盼盼食品全系列产品精深加工生产基地湖北盼盼食品全系列产品精深加工生产基地。。

襄阳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内襄阳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内，，正大食品正大食品（（襄阳襄阳））有限公有限公
司占地司占地400400亩亩，，总投资总投资1616亿元亿元。。

襄州区龙王镇松树坡樱花谷襄州区龙王镇松树坡樱花谷。。

襄州：加快实施强县工程 农业强区步履铿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县域是核心载体，乡村是基本单元。

2023 年，襄阳市襄州区在省委省政府、襄阳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农业强区目标，大力实施强县工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稳”的基础更

加牢固，“进”的态势更加明显，迈向农业强区的步伐更加

稳健。

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
农业装备成襄州春耕“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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