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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月，江陵县资市镇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盛
开，吸引游人踏青赏花。 （刘曙松 摄）

擦亮招牌 打响“江陵道米”品牌

共种“一粒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打响“江
陵道米”品牌。

2021年，江陵县推出区域公用品牌“千里江陵”。由
江陵县粮食产业联合体创建的“江陵道米”品牌，就是其
稻米系列的子品牌。2022年，江陵县成立荆州天时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国有企业主导，民营企业参与，共
同叫响“江陵道米”品牌的发展格局。目前，天时公司选
择了江陵县6家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加工
企业，负责标准化生产“江陵道米”，以确保其品质。

2月18日，6家粮食定点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江陵县
熊河镇的湖北楚宏粮油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机械臂将一袋袋封装好的“江陵道米”堆放整齐。

楚宏公司总经理代澳介绍，为了全过程保障“江陵道
米”的品质，从一粒稻谷到一粒符合标准的大米，在楚宏
公司的生产线要经历16道工序，“江陵实施优质粮食工
程后，企业的销售、收购价格双双提升，实现了粮农增收、
粮企增效”。

眼下，江陵县正以打造“江汉大米”省级区域公用品
牌为契机，充分发挥江陵优质稻米产品质量优势，精心运
营“千里江陵”区域公用品牌、“江陵道米”地理标志品牌，
着力构建“江汉大米+江陵道米+企业（产品）品牌”的协
同发展模式，为推动全省优质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江陵贡献。

让优质粮食工程继续成为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的
“富民工程”。

江陵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民只有种粮
“挣钱得利”才会有生产积极性，从而保证粮食产量的稳
定增加。目前，江陵正在探索建立让农民种粮挣钱得利、
镇村抓粮担责尽义的长效机制，推动产业持续发展，助力
农民增收致富。

建立“反哺”机制。组建由县城发集团牵头，县粮食
产业联合体成员企业、有关电商企业参与的县优质粮食
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及周边地区行情，上浮
6%—10%的价格统一收购。同时，公司将优质粮售出后
获得的利润按比例对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和粮农进行返
还，通过建立这种“反哺”机制，让“好粮”卖出“好价”，可
为优质粮种植区农民每亩增收150元以上。

建立“保险”机制。连续两年实行“省农担公司+县城
发集团农业子公司+金融机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保
障机制，保障全链条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为解决粮
农后顾之忧，统一购买水稻种植商业保险，并将每亩保险
总额由1100元提高到1350元。

建立“奖励”机制，2022年，对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工
作排名前三名的乡镇、管理区在项目资金上予以倾斜，对
完成工作较好的村给予1万—10万元资金奖励，2023
年，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强化优质粮食工程
种植管理的十条措施》，制定了坚持全域一体化推进、鼓
励适度规模种植、发挥金融扶持作用和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等十条措施，进一步激发群众种粮积极性，形成优质粮
食工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安全，重若千钧。
江汉平原虽然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但种粮却面临“两

多两低”突出问题——分散种植多、粮食品种多、加工附加
值低、种粮积极性低，“鱼米之乡”的主产优势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

如何将主场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延伸产
业链价值链？

江陵县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参与、共建共
享”发展思路，以土地入股、劳力入社、资金入市的“三个合
作社”为载体，将各村碎片化耕地“化零为整”，打破田块界
限，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以“党建引领、农民自
愿、民主管理”为原则，创建由村党支部书记领办的村土地
股份合作社，推动碎片化的耕地加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同时合作社以土地经营权入
股粮食种植市场主体，建设优质稻种植基地，实现农业
规模经营。

推行订单生产，实现规模种植。以“订单生产”为抓
手，建立“龙头企业+市场主体（大户）+合作社+农户”的
联合发展模式。优质粮食工程种植面积从2022年的
20.8万亩扩大到2023年的50.2万亩，粮食产能稳步提
升，今年，江陵将积极开展“江汉大米”优质原料订单生
产基地建设。

推行奖补政策，实现规模发展。将种植环节纳入政
策奖补范围，同时鼓励低收入农户参与规模优质粮食工
程建设，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共带动脱贫户、监测户
3752户，实现产业带农增收群体稳定增长，有力促进规
模优质粮食工程健康发展。

规模种植 优质粮种植面积超50万亩

9月丰收季，江陵县熊河镇永兴街村，农民抓紧晾
晒稻谷，以保颗粒归仓。 （黄志刚 摄）

江陵道米展厅。

荆州天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稻谷烘干车间。

“现在种田可比以前省心多了，就拿统一供种来
说，省去了选种的麻烦，还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3月1
日，说起江陵县创新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六统一”模式，
江陵县庆丰年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有玉信心十足。

张有玉是当地种植大户，在江陵县白马寺镇赤岸
村共流转了1328亩土地，去年他种植了两个稻谷品
种，产量近万吨，“品种统一后，每年仅是种子成本就
可以节约支出3万—4万元”。

“让江陵稻米‘好得有道理’！”江陵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六统一”指的是通过坚持优质水稻

“统一供应，遴选品种；统一技术，推广良法；统一收购，
链接主体；统一储存，完善设施；统一营销，做强品牌；
统一标准，精选工艺”，通过实施稻米生产全程“六统
一”，推进优质稻米产业链全要素聚集、全环节提升、全
产业融合，着力做强优质稻米产业。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也是农业的命脉。
江陵在全县开展“千里江陵”水稻品种征集、试种、

评比和品鉴等一系列活动，组织专家综合研判，遴选出
荃优822、荃优607、虾稻1号等9个主推品种进行推广

种植，并统一组织供种，保证用种质量，降低购种成本；
同时与各地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签约，保证种植
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

在水稻生产环节，推广水稻绿色种植，落实肥料供
应，建设“一个中心、多个站点”的综合农业社会化服
务网络，及时供给农资和病虫害防治药品，并与中化
农业等行业头部企业合作，因地因时因苗加强技术指
导。

据介绍，经农业专家理论测产，江陵县优质稻种植
区产量较基地外同类品种每亩增加52斤，平均千粒重
增加0.9克、出糙率提高2%、整精米率提高3%。

此外，江陵县还统筹产业链企业开展“精储、精选、
精制”，实行湿谷闭环收购，强化绿色储粮技术应用，设
置智能存储库点13处，推动优质粮食就近就地专收专
储。同时，联合中化MAP成立县域农业服务平台，对
标“江汉大米”产品质量体系，建立种植、收购、仓储、加
工、物流等全程品控溯源体系，用溯源码向消费者介绍

“江陵道米”的时间戳、地理戳、品质戳，做到“一袋一
码”，实现品质农产品的优质优价。

优质提效 稻米生产全过程“六统一”

踏着石板路碎步向前，可以闻到淡淡的木香，镂空的
雕花窗桕透出斑斓的阳光，投射在墙壁上，就像在演绎极
具画面感的皮影戏，抬头映入眼帘的便是屋檐上挂满着
的风铃，叮叮当当仿佛向游客吟咏着迎宾曲……

这是江陵县资市镇玉古村古榆树共享农庄呈现的现
代版“富春山居图”，每到初春三月，农家小院炊烟袅袅，
游客人头攒动。

一村一落皆美景，宜居宜业促振兴，形神俱美的乡村
环境，是乡村振兴最大的优势和底气。立足区位资源优
势，江陵县正以强县工程为重要抓手，统筹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去年5月，江陵县三
湖管理区被评为“湖北省美丽城镇省级示范乡镇”。

“硬件”升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江陵县
自来水普及率和管网覆盖率均达100%；农村公路提档
升级16.53公里，乡村路网延伸3.47公里，村村通客车保
持率达100%，公交化率提高5%以上；完成农村低收入
群体危房改造17户，排查、整治自建房安全隐患314处；
编制《江陵县村镇居民建筑参考图集》，培训工匠94人。

“软件”发力，优化公共服务。江陵县编制内荆河、城
北新城、月亮湾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承担强县工程农
村寄递物流省级试点任务，建成县级公共配送中心1个、
乡镇服务站10个，村级网点96个；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失
学辍学实现动态清零，组建10个教联体，对义务教育阶
段26所学校全覆盖，提前2年完成教联体建设任务；成
立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改造3所农村福利院和4个日间
照料中心，建设2个乡镇养老服务中心、70个快乐之家、2
个农村幸福院。

美化村庄，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江陵县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34144.36吨，畜禽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3862.6吨；新
建三格式无害化农村户厕1600户，完成年度计划的100%。

干净整洁的马路延伸至村庄深处，大大小小的普法
宣传牌营造出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法治文化广场上，
随处可见法律宣传标语，潜移默化地催人奋进，村民自觉
破旧俗、树新风……

近年来，九甲湖村把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
治”有机融合，全村民主法治建设取得新成绩。去年2
月，司法部、民政部发布了第九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名单，江陵县沙岗镇九甲湖村位列其中。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直接关乎乡村和
谐有序、产业健康发展、村民幸福安康。江陵县坚持党建
引领，深入实施“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打造乡
村治理的“湖北升级版”。

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打造了资市
镇文旅一体化示范区和沙岗镇红色文旅示范片，建设13
个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综合样板；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围
绕宪法、民法典、反家庭暴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未成年人
保护等法律法规，深入乡村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共开展“送
法进乡村”活动60余场；推进基层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
建设，指导25个村（社区）完成27名村（居）“两委”补选工
作，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村（社区）“四议两公
开”制度的通知》，规范村（居）“四议两公开”活动。

坚持试点示范，深化乡村治理实践。推动4个单位
美好社区（村）试点建设，在7个单位开展社区公益创投
活动，在郝穴镇江城社区龙湖城小区、六合垸管理区友谊
小区开展小区党群服务站建设。

坚持改革创新，推进村级事项减负。开展规范村级
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专项行动，制定需由
村（社区）组织出具的证明事项清单，拟定出台证明事项
准入制、清单制，规范村（社区）印章使用管理制度，细化
制定全县村（社区）组织主责事项、协助事项和负面事项
三个清单。

深入推进强县工程 奏响和美乡村新乐章

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策划：江陵县委农办 江陵县农业农村局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诗仙李白《早发白帝城》中的千古名句，让古
老的江陵家喻户晓。

两湖熟，天下足。近年来，江陵县深入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大力实施以优质稻种植
为主的优质粮食工程，着力建设“江汉大米”种植基地，推动“江汉大米”“千里江陵”“江
陵道米”等品牌协同发展，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进粮食增产、粮企增效、

粮农增收、粮业增值，探索出“优粮优价、富农稳粮”新路子，走出一条粮食产业富民新
“稻”路。

南方好米，江陵道米。2023年，江陵县粮食生产总产量达到52.15万吨，其中优质
粮食工程面积达 50.2 万亩，今年规划实现全域覆盖，同步启动 30 万亩优质油工程。
2023年12月，“江陵道米”获得中部四省（鄂晋皖赣）地理标志品牌培育创新大赛银奖。

俯瞰江陵县资市镇的优质稻稻田。（黄洋 摄）

千里 优质粮 产业富民新“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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