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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三文鱼，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一种长在海里的鱼。如今，
三文鱼在孝昌县丰山镇的大山里安了家。2017年，湖北三丰渔
业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当地滑石冲水库的冷水资源，成功实现了
三文鱼规模化人工养殖，畅销上海、河南等地。

日前，在丰山镇滑石冲水库大坝下的湖北三丰渔业科技有
限公司养殖基地，一排排大棚里，整齐排列着一个个大圆桶，工
作人员舀起一大瓢鱼食撒进圆桶内，无数条鱼儿从水中跃起，争
相抢食，水花四溅。与养殖传统鱼类不同的是，三文鱼养殖技术
门槛较高，陆基桶高密度养殖模式是养殖三文鱼的法宝。

“目前基地有288个陆基桶，平均高1.5米、直径6米左右，
一个桶大约能养2000斤鱼。三文鱼的耗氧量是普通家鱼的三
倍以上，因此，基地还专门安装了增氧系统，技术人员随时巡查，
24小时不间断补充纯氧量，保证三文鱼安全成长。”湖北三丰渔
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方连君说。

养鱼有门道，好水是关键，养殖三文鱼温度和水质十分关
键。滑石冲水库的深层水，一年四季水温在11℃左右，抽出库
中底层水，春夏秋三季只要稍微调调温，水温即可达到16℃至
18℃，给养殖三文鱼创造了天然条件。

“我们水库的水质优良，底层水温常年在11℃左右，抽出底
层水，稍微调下温，就能养殖三文鱼。三文鱼所用的饲料是我们
从国外进口的全价配方饲料，平常家鱼养殖饲料的配方和三文
鱼配方是不一样的，高蛋白、高脂肪是三文鱼饲料的一个标配，
它的营养价值比较全面，能让三文鱼的生长速度比较快。”湖北
三丰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方连君说。

青山酿好水，绿树伴肥鱼。该基地养殖的三文鱼品质优良，
单产更是较传统养殖模式高出一二十倍，产品畅销上海、河南等
地。今年，三丰渔业又与湖北水产集团合作，正在荆门钟祥市新
建一个年产600万斤三文鱼的养殖基地，让三文鱼真正成为富
民的“热产业”。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孝昌频道 作者 黄一阳 张思琪）

深山冷水鱼
养出富民热产业

“我们现在急需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目前交付速度已跟不上
订单速度了，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产销至少翻
倍，感谢电力公司这么多年来一如既往的支持。”4月29日，在咸宁
市咸安区凤凰工业园汇美达工贸公司，副总经理韩勇高兴地介绍。

咸宁市汇美达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高品
质耐热钢化玻璃餐具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长期专注于“耐热钢
化乳白玻璃器皿”特定细分产品市场，拥有多项核心自主知识产
权，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我省首位。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物流停运，工厂停摆，对于我们这种外
贸企业来说就是一种煎熬。想要在存活的基础上向好发展，迎难
而上是唯一选择。为此我们推出‘私人订制’服务，结合用户的个
性化需要，将中国风元素融入个人需求中，提供个性化产品，增加
消费群体的粘性和体验。随着私域客户群体的量变引起质变，复
购以及新的订单源源不断。”韩勇娓娓道来企业生产逆势增长的
秘密，企业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用电需求也在不断攀升。

2024年，汇美达在原有6700千伏安用电基础上，再增加2
个窑炉，生产线达到6条，新增用电需求达2000千伏安。

为保障汇美达增容业务顺利投产，国网咸宁市咸安区供电
公司营销部为汇美达提供“私人订制”服务团队，全程参与指导
产能升级改造工作，为其单独开辟绿色报装通道，助力企业早日
增产创收。同时也当好企业的“电”参谋，根据最新工商业分时
电价政策，为企业制定最优生产用电方案，调整容（需）量电费计
费方式，每月可为企业降低用电成本5万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咸安频道 作者 曹露 闵凯）

私人订制
助力出口企业逆势增长

“我今天上午把屋后的杂草除了、垃圾清理了，得了20个积
分，刚好换了一条我要用的毛巾。”4月12日上午，洪湖市霍家
村的积分超市里，一位村民拿着用积分兑换的毛巾与别人交流，
言语中透露着对“积分兑换”很“实惠”的满意。

“积分超市”是去年村里开展“共同缔造”活动以来，形成的一
个小型互动机制。村里为了鼓励老百姓共同参与志愿服务、人居
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活动，实行的积分奖励制度。根据不同活
动和参与程度，领取积分，再用积分到“积分超市”兑换奖品。

一瓶洗洁精10积分、一包洗衣粉20积分、一桶食用油60
积分，在“积分超市”的货架上，摆的都是平价的生活日用品。“老
百姓要求也不高，这些日用品平时买也需要花钱，积分兑换，老
百姓的参与度更高一些。”霍家村村支书王刚介绍，“积分超市”
的引进，对村里起到了一个正能量的激励作用，其他志愿服务、
义务劳动、好人好事等还有加分，每季度定期以积分换物品，有
效提升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为乡村“塑形铸魂”。

“近期开展的清渠洁岸·共同缔造活动中，我们将房前屋后垃
圾的清理、杂物的整理等工作也纳入了积分兑换的范畴，如彻底清
扫一次房前屋后的垃圾，每户可积20分。通过精神鼓励和物质奖
励，引导群众主动维护身边的环境。”霍家村党支部书记王刚说。

今年以来，霍家村为240名群众共兑换生活用品168件。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洪湖频道 作者 洪新宣）

积分超市“兑”出乡村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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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红满枝，客从八方来。4月24日，“相约樱桃红 悠然见
南漳”第七届有机采摘节在城关镇大山村启动，吸引了四面八方
的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品尝美味的樱桃。近年来，城关镇
大山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樱桃采摘节已经成为当地的一
张名片，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南漳频道 作者 王玮 王成波 胡振
兴 刘江）

樱桃飘香季 采摘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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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我省各地开启“人从众”模式，多地景区旅游产品实

现“爆单式”增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据统计，“五一”小长假，我省A级

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24.76万人次，较2023年、2019年同比分别增长

13.53%、25.93%。哪里的景区最热闹？哪里的旅游产品丰富？哪里的美

食最让人流连忘返？今日，本版特推出“多姿多彩 乐享‘五一’”报道，带

你一起来探究竟。

多姿多彩 乐享“五一”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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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5月4日晚，郧西县文体中心成为欢乐的海
洋，一场活力十足的群星演唱会在这里激情开
唱，为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带来一场浪漫
的视听盛宴。

“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
……”伴随着阿里郎演唱组合的《隔壁泰山》乐曲
响起，乐迷的热情被瞬间点燃，嘹亮的音色、激情
的互动，让现场始终激荡着震耳欲聋的尖叫和欢
呼，燃起演唱会的“第一把火”。

当晚的郧西县文体中心群星闪耀。姜育恒、
沙宝亮、海来阿木、张洪量、李晓杰等多位歌手倾
情演绎20余首经典歌曲，《再回首》《广岛之恋》
《暗香》等一首首经典歌曲激活了深藏歌迷心中
的记忆。

“今天的演唱会阵容非常强大，专业水平非
常高，在家门口听演唱会的感觉实在是太赞了，
希望郧西能举办更多演唱会。”演出结束后，市民

陈女士恋恋不舍地与场馆合影，为当晚的美好回
忆留下印记。本次演唱会恰逢“五一”假期，强大
的演出阵容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来郧西“追
星”。

值得一提的是，郧西还将音乐与文旅推介紧
密相连，借“演唱会”流量，点“燃”城市热情，点

“旺”经济之火。
“五一”期间，除了能观看音乐演出，还可以

游天河、逛夜市、尝特色小吃、打卡“南来北往·郧
西做东”潮流创意专区等，游客沉浸在郧西的美
景美食中，尽情享受音乐、潮娱、文化带来的畅玩
体验。

在观音镇双石沟民俗村，十里红妆表演每天
按时开演吸引游客纷纷打卡拍照；在童话谷·天空
牧场，品一杯咖啡，听一段悠扬的乐曲，特色乡村
民宿一房难求；上津古城、田园沙沟、腾达生态观
光园、七夕湾等地均成为市民出游的热门景点。

“景区每天接待入园游客近6000人次，陕
西、宁夏等地的游客占到入园人数的60%左右。”
五龙河风景区总经理金朝晖介绍说，根据目前售
票情况和市场分析来看，“五一”小长假景区接待
游客总人数有望突破3万人次。

天上七夕，人间郧西。郧西是中国七夕文化
之乡，是七夕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郧西七
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
来，郧西县大力发展“七夕文化”，“天上七夕·人
间郧西”“天子渡口·古塞上津”两大文化旅游品
牌持续打响，“南来北往·郧西做东”“晚留郧西·
体验中国式浪漫”声名鹊起，已建成13家A级景
区，先后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
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中国文化百强县”等
称号。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郧西频道 作者 徐
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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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宜昌市夷陵区邓村乡迎来
茶旅融合旅游热潮。从宜（昌）大（老岭）路驱车
而上，满眼皆是翠绿的茶园景象，仿佛一片绿色
的海洋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在三峡茶旅小镇，游
客们穿梭在茶园间，或驻足欣赏，或拍照留念，尽
情享受着茶乡的宁静与愉悦。

“这里的空气清新，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能感
受到茶叶的清香。”来自武汉的游客李先生站在
茶园旁，手持相机捕捉美景，满脸陶醉，身边的孩
子们在茶树间嬉戏，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五
一”假日期间，邓村乡茶旅融合项目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体验。

在三峡茶旅小镇，展示中心与漫山翠绿茶园

相映成趣，游客们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画卷之
中。展示中心不仅展示了邓村乡丰富的茶文化
历史，还提供了各种茶事活动的体验。游客们亲
自动手采茶、制茶，品尝各种名优茶品，深入感受
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除了三峡茶旅小镇，邓村乡还打造了王家垭
萧氏茶坊、茶栖谷野奢营地、峡州上“九上”“二十
五居”民宿经济带以及三峡茶谷公园等景观节
点，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选择。如今，
茶园游、休闲游、避暑游已成为邓村乡茶旅融合
的新名片。

2023年，邓村乡纵深推进茶旅融合，接待游
客量显著增长，旅游收入创下了新高。茶旅融合

的成功实践，不仅让邓村乡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
山银山，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五
一”假期，邓村乡以其独特的茶文化和美丽的自然
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感受茶旅融合的魅力。

多年来，邓村乡坚持茶叶兴乡战略，全力推进
全域“寸土种茶”，茶田面积已发展到近10万亩，
成为宜昌市夷陵区“橘都茶乡”战略中“茶乡”建设
的重要阵地。茶叶产业不仅为当地茶农带来了稳
定的收入，也推动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截至
4月29日，邓村乡干茶产量3279.17吨，产量同比
增长21.2%，产值突破两亿元大关，达2.31亿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夷陵频道 作者 洪
艳芳）

假日茗香溢 茶旅融合迎客来

5月3日，来凤县大河镇独石塘村张家院子
红色教育基地，来自当地的20名景区角色扮演
者置身照相馆、供销社、公社办公楼、学堂等场
所，一场真实还原20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生产
生活场景的实地情景剧正在上演。

“这种玩法很新奇，也更有代入感。一进入
院子，我感觉自己穿越了，眼前的人和物太有年
代感！”在张家院子商铺外，游客陈静正在和景区
角色扮演者互动体验缝纫机。

大河镇独石塘村张家院子是一座拥有300余
年历史的古院落，错落有致的吊脚楼环拥着34户
人家。作为周边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吊脚楼群，
在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张家院子不仅是传统村落，也是红色村寨。

院落内，就有6人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
2019年更是成为《功勋·默默无闻张富清》的主
要拍摄地之一。

在张家院子红色教育基地，游客不仅可以以
景区角色扮演者加入《功勋》沉浸式情景剧中。还
能在张富清教育影视投影厅“实景体验”，声光电
演示系统将张富清先进事迹与来凤县的秀丽风光
融合在一起，全景展现张富清在壶梯山战役、永丰
战役、粮管所任职、百福司高洞修路建设、革勒车
二龙山提水工程建设等事迹中的历史场景。

“看了片子，很震撼，从‘穿越’进入到这个院
子，走进这个年代，再去看老英雄的这些历史，更
能引起共鸣，真的很有氛围！”来自咸丰县的游客
李娅说，下次还要带自己的家人来张家院子感受

老英雄的故事。
“依托张家院子红色资源，以‘场景营造+剧

本体验+价值引导’为思路，在院内打造沉浸式、
体验式、互动式实境课堂，让游客在情景演绎中，
感受红色文化。”来凤县大河镇宣统委员、副镇长
向毅介绍，去年以来，该基地打造的行进式穿越
情景剧在这个假期依然持续火爆，大河镇乘势推
出“红色主题游”+“秀美山水游”的组合线路，让
游客既可以欣赏到红色旅游带来的人文情怀，还
可以在学习参观的同时体验生态之旅，旅游体验
度大幅上升。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前四天，
该基地共计接待游客4000余人次。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来凤频道 作者 向
秋予 汤煜东）

打造红色村庄 开启互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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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 ，在 竹 山
县桃花源街
区，烟花秀、
音 乐 喷 泉 、
汉 服 巡 游 、
地方传统文
艺节目轮番
上演。据统
计 ，“ 五 一 ”
开 街 当 天 ，
桃花源街区
共接待游客
10 万 余 人 ，
带动周边景
区游客量近
30万人。

（选 自
湖北日报客
户端竹山频
道 作者 邵
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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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游客在巴东县神农溪景区游玩。游客乘坐“豌豆
角”小木船，体验纤夫拉纤和顺溪漂流，拍照打卡深山峡谷美
景。“五一”假期，巴东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预订订单相
较于去年同期增长4倍。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巴东频道 作者 焦国斌）

小木船漂流 打卡峡谷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