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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鹤峰县凯荣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茶叶自动化包装车间内，机声隆隆，
茶香四溢。

正是夏茶生产旺季，车间内一个高近
3米的黄色“大家伙”正在卖力忙活。只见
一个个装满茶叶的包裹沿着传送带依次
抵达面前，它的机械臂立刻抓取包裹，完

成装箱、堆叠、缠膜处理，最后投进指定货
框，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精准无误。

“这是我们新引进的自动化打包生产
线，完全调试好后，只需3个工人坐在操
作室，控制电脑就行。”凯荣公司生产部负
责人向延平介绍。

作为茶叶大县，鹤峰近年来实施自动

化、智能化、标准化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引导茶企运用新设备、新技术，不断提
升茶叶生产水平和效率。凯荣公司以茶叶
出口业务为主，保证订单按时交付是企业
信誉的关键。企业在建成初期，投资6500
万元，引进自动化、智能化、清洁化茶叶加
工设备，共组装成7条自动化生产线。

向延平算了一笔账：有了自动化生产
线，公司现在只需20个工人辅助操作，就
能实现日出货能力150吨。如果按照传统
设备加工生产，至少需要150人。同时，相
比传统加工方式，自动化生产方式规避了
人工作业产品质量不齐的问题，为企业专
业化、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茶厂引进自动化包装 20人干了150人的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彤 通讯员 向丽莉

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5月29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该
厅组织申报并获批立项农业国家行业标准8项，包括《农业农村生
态循环水网建设技术规范》《空心莲子草生物防治技术规范》《水稻
花药培养技术规程》《食用型甘薯一年两季栽培技术规程》《分散式
养殖畜禽粪污氮磷流失控制与利用技术规范》《莲藕生产全程质量
控制技术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管理规范技术档案》《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管理规范风险管理》，分别由湖北省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站、湖北省农科院承担制定。

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部门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领域标准化建
设，围绕省十大农业产业链重点品种，突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
生态、绿色生产、资源保护等重点内容，着力建设以国家标准、地方
标准和团体标准为基础的标准体系；以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
示范基地为抓手，打造重点龙头企业牵头的全产业链标准化综合
体，促进标准化与产业深度融合，推进农业标准化示范。

我省加大农业标准化组织创新，先后筹建了省大田作物标委
会、省农业生态与新农村建设标委会、省畜牧兽医标委会、省水产
标委会与省园艺作物标委会，主任由院士或知名专家担任，建立起
专家领队、社会参与、共谋发展的标准化运行机制，多举措推动全
省农业标准化建设再上台阶。

我省获批立项
农业国家行业标准8项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澍森、通讯员董朝霞、杨文）5月15日，
全省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论坛暨科技服务桑果产业链“515
行动”现场会在宜昌市夷陵区举行，来自重庆、广西等7省市的国
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以及省内专家学者、企业家，共计
100余人参加会议。

夷陵区蚕桑生产历史悠久。2009年，该区被列为国家蚕桑产
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5个示范县之一，开展了“千亩”优质
高效蚕桑生产配套技术、蚕病综合防治等试验示范，有效推进了蚕
桑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全区蚕桑种植面积有1.5万亩，其中果桑
2000亩，综合产值突破1000万元。

湖北是全国农业区划确定的桑蚕最适宜种植区域之一，也是全
国蚕桑十大省份之一。截至2023年，全省桑园面积达31.5万亩，桑
蚕茧总产量3600吨。近年来，省农科院选育了一批优良桑、蚕新品
种，其中家蚕新品种“楚风汉韵”于2022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委员会审定；推广了一批优质种养技术，其中“蚕桑轻简高效种养关
键技术应用与推广”获2022年度省科技成果推广奖二等奖。

全省桑园面积达31.5万亩

湖北日报讯（记者崔逾瑜、通讯员张辉文、蔡晓勇）为提升从
业人员风险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和科学施救水平，5月21日，省农
业农村厅在英山县开展全省农村有限空间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农村常见的有限空间包括沤肥池、化粪池、沼气池、发酵池、腌
渍池、污水处理池等，看似“相貌平平”，却是“隐形杀手”。有限空
间作业事故主要为气体危害导致的中毒、缺氧窒息和火灾爆炸事
故，因有限空间狭小、通风不畅，气体危害隐蔽性强、不易察觉，作
业人员中毒、窒息往往发生在瞬间，也极易因盲目施救造成伤亡扩
大。

应急演练首先模拟了养殖场工作人员违规入池后突然昏迷倒
地的紧急情况。“险情”发生后，养殖场负责人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并
拨打120，同时对沼气池内进行持续强制通风换气。救护车很快
赶至现场，救护人员穿戴防护措施、携带救援绳进入沼气池内，将
晕倒人员救出，送到附近医院治疗。

随后，现场还演示了沼气意外泄漏爆燃后的应急救援。随着
“砰”的一声巨响，沼气管网控制室传出浓烟滚滚，养殖场负责人关
闭好厌氧发酵池出气口阀门后，立即报警。当地乡政府随即安排
乡派出所、乡卫生院前往现场救援，并立即上报。当地县政府率县
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农村事业发展中心等单位人员先后
到达，现场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安、消防、医疗等多部门合作，
及时灭火、封控、救援，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

整场应急演练贴近实战，完整模拟了事故发生、伤员救护及现
场救援情况，展示了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的应急处置流程。演练结
束后，消防人员、急救人员分别演示讲解了有限空间救援设备的正
确使用方法及心肺复苏急救法。

近年来，全国各地地窖、化粪池、沼气池、污水池等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教训深刻。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狠抓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落实，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将演练成果转化为实战效果，确保全省
农业农村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防范农村有限空间“隐形杀手”

我省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训前、通讯员彭艳红、王啸霄、谭金强）5
月28日，一起非法持有枪支、非法狩猎公益诉讼案件在远安县旧
县镇公开巡回审理，这是远安县林长制和生态司法联动的又一典
型案例。远安县旧县镇中心小学300余名师生、各村治调主任、护
林员及县林业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到场旁听庭审。

经审理查明，2000年，被告人龙某某自制土铳2支存放于家
中，经鉴定均是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2023年9月，龙某某在未办
理狩猎证的情况下，在该县禁猎区布设狩猎夹，猎捕国家“三有”野
生动物果子狸4只，并出售给他人。

庭审认为，龙某某不仅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和非法狩猎罪，其
行为也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赔偿侵
权造成的损失4800元。但因龙某某家庭困难，无力赔偿，根据有
关规定，检察机关建议以“森林抚育劳务代偿”的形式履行赔偿。

庭审中，审判长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庭教育，并现场开展普法宣
传，引导在校学生共同做环境资源的守护者。被告人也深刻认识
到自己行为对生态环境和动物资源的危害性，当庭认罪悔罪，并表
示将积极履行修复义务，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庭审
结束后，远安县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借助此次机会，积极宣传野生动
物保护法相关知识，倡导群众保护生态，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家园。

“林长制+生态司法”联动机制是远安县在森林资源保护的创
新，此次审理是该联动机制在司法实践中的又一次生动展现。近年
来，远安县林业局充分发挥林长制指挥棒作用，联合县公安局、县检
察院、县人民法院，形成了林业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检察监督和司
法审判同向发力的生态保护新局面，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
为，为打造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样板县提供有力的生态支撑。

巡回审判进校园 以案释法护生态

远安创新
“林长制+生态司法”联动机制

行走在彭晚村，农房墙壁上五颜
六色的壁画引人注目：黑色的瓦、白色
的墙，面如冠玉的少年们手捧竹简，正
跟随老师大声朗读。

“我们要把传统文化渗透进村里
各个角落，激发村民们自觉爱护美丽
家乡。”村支书彭加申介绍，受传统生
活习惯影响，村民们曾“各人自扫门前
雪”，村湾内道路两侧和房前屋后柴
草、废旧木料乱堆乱放，影响村容村

貌；部分道路硬化质量欠佳，甚至碎石
满地；路边、菜园边、花坛边围栏零乱；
公共空间有限，基础娱乐设施较少。

借助共同缔造的契机，2021年，彭
晚村村委和省农规院设计团队一起走
街串巷，针对该村乡村发展现存问题
和各种“疑难杂症”现场征求各方意
见。乡政府工作人员、村民代表、设计
师召开座谈会、屋场会，讨论功能需
求，分小组现场草绘设计图纸。

利用闲置房屋，打造集中展示村庄
发展历程的“村史馆”；利用闲置空地，
挖出沙坑打造孩子们游玩的“晨春园”；
号召志愿者同心协力，在山坡路边空地
清理出供人歇脚的“歇一角”，近年来，
彭晚村充分融入东坡文化，大量运用苏
轼诗词植入村内每一片土地，规划形成
了13个共同缔造建设节点，以群众为
中心，建设对外开敞闲适、对内舒适宜
居的共同缔造大美彭晚。

业内人士介绍，我国乡村规划师
缺口超过10万人。

2023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教
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
增设乡村规划设计专业，并将其列入
重点领域紧缺专业。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
制约，我国规划行业只重视城市而忽
视了农村，致使乡村规划落后于城市，
与现实需求有较大差距。

然而，有些地方为了补齐乡村规
划的历史欠账，“大干快上”盲目推进
乡村规划工作，导致乡村规划乱象丛
生。一些地方编制的乡村产业规划忽
略了农业生产规律、农业经济发展规
律和地区差异性，简单盲目向其他地

区“抄作业”，导致乡村产业发展水土
不服或同质化发展，规划不仅没有发
挥引领作用，反而成为乡村产业发展
的“绊脚石”。千村一面的规划，不仅
没有凸显乡村特色，反而毁坏了乡土
风貌、生产空间和自然生态，造成不可
逆的“破坏性”。坊间一度笑谈“规划
就是鬼话，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2021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文件提出，要
加快培养乡村“五类人才”，即农业生
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
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
才和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加强包括乡
村规划人才在内的乡村公共服务人

才队伍建设。
“从乡村需求角度来看，‘陪伴式规

划’必不可少。”湖北省乡村规划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周胜利认为，乡村
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
盘活闲置资产、旧房改造、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入手，为乡村的整
体和长远发展提供一张系统蓝图。这
不仅考验乡村规划师“当下”的执行力，
更考验着规划的“延续性”。

“专业人才越多，实施规划就越顺
利。”周胜利说，只有吸纳更多的乡镇
干部、大学生村官和返乡创业人员加
入驻村规划师队伍，乡村规划的效果
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共同缔造绘就美丽家园

需要更多乡村规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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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茗山乡彭晚村树
龄超500年的苦槠树。

古树参天，池塘如镜……5

月 28 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大冶市茗

山乡彭晚村，一幅美丽乡村的景象映入眼帘。

2021年，彭晚村邀请湖北省农业规划设计研

究院乡村规划团队对村庄整体设计，以宋朝诗

人苏轼游历此处、耕读传家为主题，将传统文

化、自然风光和乡村建设融为一体，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2022年，彭晚村成为省级共同缔造试

点村。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乡村规划师投身原

野，已经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之一。

3月30日，湖北省乡村规划研究会
年会暨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学术研讨会
在华中农业大学举办，来自全省各大院
校和科研机构教授专家、各县市区农业
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湖北省乡村规划
研究会成员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
我省乡村规划师培育前景。会议公布了
2023年度“湖北省优秀乡村规划师”和

“湖北省优秀乡村规划案例”。
武穴市梅川镇绿林村村庄规划成

为“湖北省优秀乡村规划案例”之一。

记者在绿林村看到，一条条宽敞的通
湾道路干净整洁，一栋栋别致的农家
院落掩映在葱郁的树木间，村如其
名。这里空气清新，山清水秀，引来数
家矿泉水公司在此建厂取水，工厂和
民屋隔着水库对望，一切井井有条，村
落宜居宜业。

“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作为
绿林村的项目主创，来自湖北天工建
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的杨勤搏坦言，
目前专业人才仍然紧缺，希望管理部
门加快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相关

体制机制，积极开展乡村规划师的职
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让乡村规划师这
个职业更加专业化。

培育更多乡村规划人才，我省已
率先行动。去年11月29日，全国第一
个由政府部门主办，专门针对乡村规
划师培育的试点活动，全省乡村规划
师试点培训班在沙洋县开班，来自全
省和美乡村建设试点（示范）村负责人
以及负责村庄规划建设的管理人员共
80余人参加培训。

“乡村规划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
素。”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陈志勇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表示，“乡
村振兴，规划先行”这一理念要深入人
心、形成共识。培训班不仅要培养乡
村规划设计和管理人才，更要积极探
索系统培养乡村规划师的有效路径和
模式，努力整合农业农村规划资源，尽
快建立完善乡村规划的业务体系和管
理体系，让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
兴沿着科学的规划路径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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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市绿林村远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