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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观察

4月15日，位于潜江运粮湖管理区的久乐电子门
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

“这些都是公司员工的私家车，“80后”“90后”占一
半以上。”面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的疑惑，久乐电子副总
经理张士良解释道。

一家位于乡镇的企业，为何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加
入？

久乐电子于2020年落户运粮湖管理区，主要生产汽
车电子控制器，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产业化
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链条
也较长，对一线生产工人需求量较大。

刚刚落户时，企业心里难免有些打鼓：运粮湖管理区
是潜江西部口子镇，距市区40多公里，地处偏远招工会
不会受到影响。

在项目投产之前，运粮湖管理区为企业召开了专场
招聘会，动员所有的村、社区参加。春节假期，招商办主
任马洁放弃休假，带领宣传小分队，进村入户，推介久乐
电子。

一直以来，运粮湖管理区的产业多以传统的纺织服
装、农产品加工为主，听说家门口来了高新电子企业，一
些年轻人产生了好奇。

久乐电子邀请年轻人到生产车间观摩体验，改变大
家对工厂原有的刻板印象。

整洁的厂区，车间安装有中央空调，设备运行噪声
小，粉尘几乎没有。“最重要的是，工资高出当地平均水
平。”张士良说。

久乐电子也十分注重企业文化，过年过节会组织员
工文艺晚会、运动会等活动，传统佳节也会按时发放福
利，在细节中不断增强年轻员工的归属感。

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企业的口碑越来越好，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甚至还有一些大学生前来应聘。

招工不用愁，公司放开手脚扩大生产。在生产车间，
8条生产线火力全开；二期项目5栋厂房正抓紧建设。“二
期项目将新上生产线7条、2个配套产品项目，可实现年
销售额6亿元。”张士良介绍。

去年，该公司实现产值3.4亿元，税收过千万元。在
项目带动下，久乐电子的两个配套项目乾峰注塑和乾顺
佳外包装项目也先后落户运粮湖管理区。

“我的小孩马上要上初中了，请问划分到哪所初中，
怎么办理入学手续？”近日，潜江市教育局社管办主任邹
俊收到这样一条微信。

发消息的人叫介明印，是湖北硒诺唯新功能化硅胶
材料公司生产总监，是潜江市引进的高层次人才。2020
年，介明印的小孩从湖南老家转学到潜江上学。考虑到
介明印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送小孩，潜江市教育局将孩
子安排在市实验小学南校区就读。这所学校提供早中晚
餐，早晚有校车接送，下午放学开有托管课程，家庭作业
可在学校由老师辅导完成，特别适合介明印这种双职工
家庭。

今年，孩子小升初，又面临入学问题，介明印便想到
了曾经帮助办理转学的邹俊。

邹俊虽然已调整了工作岗位，但他积极对接，给予介
明印回复：我们对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政策不变，按照相
关规定，您可以自由选择初中学校就读，教育部门会为您
办理好入学手续。

“孩子上学的事解决了，我也能安心工作。”介明印露
出了轻松的笑容。

为更好地留住人才，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潜
江市出台了《关于对市外客商投资者颁发绿卡的实施意
见》《关于加快引进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
件，确保外来投资客商、高层次人才、进城务工等人群子
女顺利入学。

据潜江市教育局介绍，外来客商和高层次人才子女
入学，只需提供外商投资“绿卡”或者“人才服务卡”，教育
部门根据家长意愿优先安排学校就读。外来进城务工人
员只需提供工作证明、居住证明等资料，教育局根据相对
就近原则，为其子女安排就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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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乐电子成为年轻人青睐的企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琼瑶 摄）

养虾第一村孕育新“钱景”

养虾种稻再增油 虾稻田变景观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琼瑶

赵脑村，潜江标准
化养虾第一村，虾稻共作面积一万余
亩。往年，万亩虾稻田田埂基本闲置。

针对这一块未开发的角落，两年前，赵脑村探索在田埂上种植油菜，
在养虾种稻的基础上再“增油”，今年还乘势发展起乡村旅游产业，给农民带来了多重收益。

4月，油菜开花时节，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赵脑村，看他们如何在田埂上孕育新“钱景”。

油菜花盛开在虾稻
田边，形成一道独特的风

景。（潜江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被“遗忘”的角落

赵脑村万亩虾稻共作基地上，油菜
荚满枝头，预示着丰收的喜人景象。

“再过一个月，油菜进入成熟收获
期。”赵脑村党支部副书记柴社会说。

种油菜，对于赵脑村村民来说，既
熟悉又陌生。

赵脑村是潜江熊口镇南端的一个
村庄，早年家家户户种植粮棉油，由于
效益低下，一些农户弃田务工。

2012年，华山公司与赵脑村联手，
打造万亩虾稻共作示范基地项目。

全村7550亩田块进行了标准化改

造，原来沟渠不畅、田亩不均的小块田，
平整成集中连片的大块田，每40亩划
分成一个单元格。

柴社会介绍，虾稻共作，需要在田
的四周挖沟养虾，沟宽4至6米，沟深
1.4米。挖出的泥土堆砌在田块的四
周，形成了宽宽的田埂。“田埂面积占
8%，主要用于机械通行。”

每年10月至来年4月，水稻和小龙
虾收获后，田便成了冬闲田。在长达6
个月的时间里，杂草长满了田埂。

为何不把田埂利用起来种植油菜

等冬季作物？
一些农户坦言，种植油菜费工费

时，不划算。他们算过一笔账：种子、肥
料、社会化服务等费用加起来，一亩收
入不过四五百元，而靠着水稻和小龙
虾，一亩平均收入超过4000元，田埂上
的效益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还有一些农户认为，油菜施肥打药
的过程中，会污染虾稻田的水质，影响
小龙虾的生长。

基于种种原因，田埂上的“闲置”一
晃就是十年。

油菜花开虾稻田

直到2021年，“闲置”的田埂开始
有了变化。

国家大力实施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鼓励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等省份扩种
油菜。潜江农业农村部门看到虾稻田
埂上的潜力，连续3年投入项目资金，
实施油菜扩种计划。赵脑村被列入首
批计划之列。

“起初，通过免费提供种子、技术，
调动农户种植油菜的积极性。”潜江市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罗
华二说。为了引导农户种植，农技专家
进入田间地头授课，解答了“田埂种菜
不利于虾稻共作”的疑惑，并宣传油菜

扩种项目政策。
此时，有些农民动心了：冬闲几个

月与其天天搓麻将，不如干点活。
村民毛爱林承包有40亩虾稻田，

率先在田埂上种植油菜。他算了一笔
账，肥料、除草剂等每亩成本约100元，
请机械插秧、收获成本约140元，每亩
净利润500元左右。

毛爱林基本不用投工投劳，田埂为
他增收1600元。“现在可以实现虾稻油
一田三收，明年还要继续扩种油菜。”

眼见毛爱林尝到了甜头，周围农户
也纷纷动起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
现场看到，虾稻田田埂上，能种植油菜

的地方都没有浪费。潜江市农技推广
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田间细数油菜分枝，
用手轻捏并剥开油菜荚，查看油菜籽粒
的饱满度，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

“农闲田”变为“效益田”，赵脑村抹
牌的农户明显少多了。柴社会说，当前
潜江正在推行“四季有虾”模式，小龙虾
身价将回归到合理价位，如此一来，农
户们对田埂上的收益将不再轻视。

据了解，潜江将大力推广高效模式
应用技术，重点推广油稻双优双丰、直
播油菜优质丰产轻简高效模式、“一菜
两用”油菜花海等高效模式，进一步提
升油菜综合效益。

虾稻田变成“景观田”

油菜花开，一片金黄，环绕着稻田，
别是一番风景。

一批批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游玩，不
少摄影爱好者在这里取景。去年，一位
摄影协会会员拍摄的赵脑村油菜花海，
获得省级摄影奖项。

种植油菜不仅提高冬闲田土地利
用效率，还能看到美丽的油菜花海。赵
脑村离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仅5分钟
车程，来往的游客较多，为何不利用地理
优势和油菜花海，发展农旅融合产业？

光有这些还不足以吸引游客。赵
脑村决定发展稻果产业，在田埂的两
边、路的两侧、村头村尾种上柑橘、葡
萄、梨子等果树，打造“春赏油菜、夏摘
葡萄、秋收金梨、冬采柑橘”的生态农业
田园综合体。

为此，赵脑村村两委还专程赴宜昌
等地学习，带回了优良的果树品种。目
前，赵脑村种植果树约3万多棵。

赵脑村的美，有花，有果，还有碧水。
为了让水质更优，赵脑村申请国家项目资

金，对虾稻田里的养殖尾水进行智慧治
理。通过种植大量水生植物和放养滤食
性鱼类和螺蚌类底栖生物，净化水质。

从空中俯瞰，万亩虾稻基地好似一块
块清澈的镜面，周边的油菜花海与水面相
映成趣，形成了一幅独特的春日画卷。

“还有一条赵脑老街，有几百年历史，
我们计划进行修复改造，打造成历史文化
街区。”柴社会说，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油
菜花的绚烂，还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
历史，享受一次难忘的乡村之旅。

4月19日凌晨4点，位于潜江后湖管
理区的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一片热闹：一
只只活蹦乱跳的小龙虾，被分拣、打包、装
车，发往国内600多个大中城市。

在交易中心的一块大屏上，可清晰地
看到全国小龙虾近一周内的价格走势，以
及与往年同期的对比数据。

“这就是全国小龙虾市场的晴雨表。”
交易中心负责人康峻介绍。

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不仅是全国鲜活
小龙虾交易量最大的交易中心，早在2019
年，该交易中心所属的潜网集团在省发改
委的指导下，建立了小龙虾产业公共信息
平台，可实现全国的小龙虾价格信息收集
与发布。后期，又完善了“虾谷360”垂直
电商交易平台价格指数发布机制。

价格指数发布标准化，是行业高质量
发展必不可少的工作。

去年，潜网集团将全国小龙虾主要产
销区价格信息收集点扩展至30个，然后进
行数据分析、对比、集成，统一对外发布。

“小龙虾价格信息收集与发布平台建
立，让从业人员了解价格走势，避免商户之
间打价格战。”康峻介绍，今年小龙虾开捕
价格，相比于往年有所下降。但是，从平台
掌握的多年小龙虾交易价格数据分析，前
两年都是暖冬，小龙虾产量和价格基数都
比较高，今年的数据回落是市场趋于平稳
理性的结果。后期随着气温上升、消费市
场回暖，成品虾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有望相
对稳定。

肖银忠从事小龙虾养殖多年，他说，以
往卖虾，价格只能靠“口口相传”，卖多卖
少、赚多赚少就看个人经验。现在有了信
息平台，通过手机就能了解全国行情。

细心的他发现，近两年50克以上规格
的小龙虾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平稳，他决定
来年开始调整养殖结构。

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赴
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考察时，对此项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目前，小龙虾产业公共信息平台将继
续优化功能，推动小龙虾交易中心线上数
据与线下物流融合驱动，尽快构建产供销
配一体化供应链平台。

粒粒纤长优美 袋袋安全可溯

虾乡食品入选“江汉大米”首批授权核心企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琼瑶 通讯员 刘琼艳

上月，湖北优质大米公用品牌——
“江汉大米”正式亮相，湖北虾乡食品有
限公司（简称“虾乡食品”）榜上有名，是
潜江唯一入选企业。

虾乡食品有何独到之处？有了新
名片后，有何新变化？

4月18日，在虾乡食品展厅里，三
种不同包装的“江汉大米”依次摆放，

“江汉大米”品牌标志和一粒纤长优美、
如珠似玉的大米Logo格外醒目。

“借助区域公用品牌，我们将走得更
稳、更远。”虾乡食品董事长刘军介绍。

江汉平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潜江
虾稻米是与小龙虾共生的优质大米，以
生态绿色而被人们熟知。江汉平原的
大米品质虽好，但与东北大米相比，在
市场方面仍有较大的努力空间。为促
进优质稻米产业链建设，我省重点打造

“江汉大米”公用品牌。
按照“江汉大米”品牌管理办法，

“江汉大米”将呈现“粒粒长香、晶莹可

口”“源头可溯、严控加工”“绿色储粮、
冷链物流”“管理规范、动态进出”四大
特点，实现全流程规范化运作。

好种产好米。虾乡食品遴选鄂中
5号、鄂香2号、华夏香丝、虾稻1号、荃
优822、隆稻3号作为2024年度“江汉
大米”主导品种。通过不断优中选优，
将原本就备受欢迎的“鄂香2号”作为
第一批主打产品推向市场。

“谷粒长6.5mm以上，长宽比达到
3.0，是身材纤细的长粒米。”该公司办
公室主任张斌介绍，公司还聘请专业设
计公司，设计出多款包装。

绿色可溯是江汉大米的一大特点，
虾乡食品与农业技术部门密切协作，对

“虾稻共作”模式进行创新改良。在白
鹭湖、积玉口、运粮湖等地，公司采取订
单农业方式，指导农民解决龙虾养殖与
水稻种植时间上的冲突问题，并开展全
程服务的农作物统防统治，除了使用频
振灯等诱杀成虫外，还大力保护青蛙、

蜻蜓、蜘蛛等益虫，推广鸭、虾、蟹等与
水稻配套的复合种养治虫，据统计，每
亩平均减少肥料使用50%以上，减少农
药用量70%。

在生产车间，两条新上的江汉大米
加工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稻谷经过自
动化机器，完成去石、筛分、碾米、抛光、
色选等工序后，变身一粒粒晶莹剔透的

“江汉大米”，再通过传输带运往仓库。
值得一提的是，江汉大米稻谷采用

低温、低氧、低药的储粮技术，提倡冷链
运输，做到绿色储粮，保证纯正口感。

机房里，工作人员轻点电脑，查看
粮仓电子测温数据。“根据温度、湿度，
决定是否需要通风降温等操作。”

借助“江汉大米”的东风，虾乡食品
不断升级设备，优化工艺流程，提升生
产效能。刘军介绍，企业第一季度的订
单量达到10820吨，跟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了10%，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吃到色
香味俱全的“江汉大米”。

潜江发布
全国小龙虾价格指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琼瑶 通讯员 马煜

繁忙的小龙虾交易中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琼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