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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观察

裸露的矿渣不见了踪影，陡峭的山体变得平缓，山脚下开垦出一
块覆着淤泥的农田……6月18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孝昌县小河
镇河东新村，只见废弃的矿山变了模样。

河东新村因矿而兴，全村曾有3个大型采石矿、十多家小型石
灰窑矿。采矿给村里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也造成了水土流失，存
在地质灾害隐患。

2016年，河东新村关停全部矿山，转而修复生态。但由于缺乏
资金，修复进度缓慢。

2022年，自然资源部门在小河镇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将矿
山修复治理纳入其中，引进湖北省乡村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包含6个矿区，治理面积1354.62亩。

去年11月，项目启动实施。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建则
建”原则，通过削坡减荷、边坡绿化、复绿复垦、河道整治、沟渠及道
路修建等措施，对矿区山、水、林、田、路进行综合整治，消除地质灾
害隐患，改善生态环境。全部竣工后，可增加耕地面积495亩、林地
面积216亩、工业建设用地面积240亩。

为了弥补资金缺口，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石料，除用于项目建设
和本地区乡村振兴项目外，剩余部分将进行公开拍卖。据测算，剩
余石料通过拍卖，预期收益超过3600万元。

“目前已完成复耕120亩，下半年将喷播草籽，对两个矿区进行
复绿。”项目指挥部负责人胡宏武介绍。

既要复绿，更要复垦。通过“矿山生态修复+产业导入”，项目
方在复垦土地上建设蔬菜大棚、采摘园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产业，
实现项目增效、群众增收。

河东新村生态治理废弃矿山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彭义明 高玉峰

“村里环境变了样，住着比城里还舒服！”6月12日下
午，杨河镇还建小区，两层小楼整齐排列，门前绿植和小
菜郁郁葱葱。居民黄长付走进小菜园里，摘了把豆角。

黄长付是杨河镇马堰村人，之前一直住在应城市
区。“以前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堰塘淤塞发臭，住着
糟心，十年前我们全家搬到了市区，老宅子一直空着。”

“有条件的村民都搬走了。”马堰村党支部书记程
么生介绍，全村283户1500余人，常住人口不到一半。

放眼整个项目区，老龄化、空心化更严重：8个村
2294户10110人，常住人口不到2200人，留守的多
为60岁以上的老人。

不能让农村就此凋敝。杨河镇将全域国土综合
整治与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相结合，推动美
丽乡村、和美乡村、文明卫生乡村“三村”创建。

村庄怎么建，群众说了算。“臭水沟要清理”“建幸
福食堂”“建活动广场”……一次次屋场会上，村民畅

聊心中的美好家园。
尊重村民“不上楼”“不离乡”的意愿，拆除、搬迁

项目区44个空心村湾，集聚提升6个居民新村，新建
镇区还建小区1处、居民之家1处、分散式还建点7
处，引导村庄向中心集并，人口向镇区转移。

黄长付的老宅也在征迁范围内，还建了一套113平
方米的小洋房。“水电气三通，水泥路修到家门口，还有活
动广场，再也不走了。”黄长付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很满意。

建新不忘改旧。项目区内积极推进房屋立面刷
新、道路升级改造、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革命”
等行动，让保留村湾焕然一新。

幸福食堂、便民服务中心、羽毛球场、篮球场等公
共服务设施逐渐完善，村民尽享家门口的便利。

家园建好，“候鸟”归巢。应城市土地整理中心主
任陈文斌介绍，两年来，整治区内8个村，有80余户
村民返乡。

“空心村”迎回“候鸟群”

雨季到来，大悟县彭店水库放水
腾库。大悟九房沟湿地公园工作人员
发动快艇，沿着水库岸线巡逻，监测水
质变化和鸟类栖息状况。

登上湿地公园观景台，只见群山
环绕的水库里，快艇疾驰而去，留下层
层波浪；水面上，几只白鹭自由飞翔；
水库边，茶叶、梨树、油茶绿意盎然。

彭店水库是大悟湿地公园的核心
区，也是下游7个乡镇居民的饮用水
源地。

以前水库周边是另一番景象：道
路狭窄、杂草丛生，由于农业面源污
染、村民生活污水排放，水库水质不断
恶化。

2022年，彭店乡全域国土综合整
治项目启动，涉及水库边罗田、北河2
个行政村，整治总面积2.68万亩，估
算投资2.19亿元，整合了水利、农业
农村、交通、林业等部门的项目和资
金。

大悟九房沟湿地公园建设，成为
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

“解决周边农民生产生活污染是
当务之急。”罗田村党支部书记颜旭东
介绍，项目方在村里建了小型污水处
理设施，临湖村民的生活污水实现了
达标排放；村里也通过村规民约引导
村民绿色种植，减用农药和化肥。

项目方还在彭店乡集镇建还建小
区，引导临湖居民、危房户自愿退出老
宅，迁住新房。

“减少生活污染、改善村容村貌、增
加耕地面积，一举三得。”彭店乡宣传委
员左仁堂指着水库大坝下方的4栋在
建楼房介绍，还建小区共有住房88套，
已经封顶，明年春节前有望入住。

升级8.9公里环水库路，是九房
沟湿地公园建设的另一重点工程。

驱车行驶在环水库路上，路宽5
米，全程黑化，体验感极佳。昔日杂草
丛生的荒坡，栽上景观树、铺设生态草
坪，变成一道道风景线、一处处观景园。

“水库水质稳定在Ⅱ类至Ⅲ类，来
栖息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走进新建
的湿地公园宣教馆，公园负责人金正
帮指着一张张动植物图片，讲解着湿
地的美丽变迁。

据去年底资源调查显示，湿地公
园有植物715种、野生动物593种。
尤其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朱鹮，
四年前首次从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自然迁徙到大悟后，如今已发展
到了40余只。

生态美，路畅通，带来旅游热。遵
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理念，周边
村民纷纷抢抓商机——

“来买茶叶的游客越来越多，为了
保障老客户需求，我们不得不限量销
售。”在北河村种茶的江军华，今年加
工干茶 2900 斤，每斤均价卖到了
1500元。最近，他又在相邻的枣岭村
流转荒地100亩，正在赶种茶苗。

罗田村村民赵磊，除了种茶，今年
3月又开了家农庄。“生意不错，5个包
厢、5间客房节假日基本全满。”

外地人幸保侠另辟蹊径，在罗田村
种了两百多亩梨树。去年部分梨树挂果，
游客上门采摘，一斤能卖5元到10元。

如今的彭店，正加快推进全域国
土综合整治项目，发挥湿地公园资源
优势，走上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富民路。

6月17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孝南区朱湖农场（办事处），
只见一片片面积30亩左右、平整宽阔的高标准农田里，糯稻随风摇
曳，生机勃勃。

以往，朱湖农场农田分布零散，田间沟渠淤积，自然村湾规模
小，布局分散，空心率高。

“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既提高了土地效能，也转变了粮食生产经营
方式。”孝南区资规局负责人介绍，朱湖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朱
湖糯米”产地，2021年2月获批国家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建设试点。

通过村庄拆迁集并、坑塘水面整治、土地平整等措施，朱湖推动
小田改大田、低产田变高产田、闲置和荒废的坑塘水面平整成农田，
全域耕地面积由3.6万亩增至4.1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由2.5万亩
增至4万亩。

保证粮食生产高产高效，朱湖投资3亿多元建设生态河渠130
公里，治理支渠236公里，使全域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Ⅲ类及以
上水平。

目前，朱湖已建成“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
能排”的高标准农田3万多亩。

朱湖按现代农业建设要求，对“朱湖糯米”生产实行统一农技指
导、统一防虫治病、统一科技服务、统一联产联销的“四统一”服务，
农业机械普及率、绿色植保率、数字智管率均达100%。当地还与
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联姻，与孝感麻糖米酒行业协
会等市场主体抱团，形成“育繁推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全产业链，
辐射周边30万亩粮食生产基地。

奋力打造武汉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
2020年以来，孝感推进

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试点工作，
实现7个县市区全覆盖。其
中，2个项目纳入部级试点，5
个项目纳入省级试点。

近日，我省评选出10个全
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优秀范例，
孝感孝南朱湖、应城杨河、安陆
木梓3个项目上榜。其中，孝南
朱湖项目还入选自然资源部发
布的第一批15个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典型案例。

盛夏时节，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走进孝感全域国土综合
整治项目区，喜见“良田连片、
村庄集中、产业集聚、生态优
美”的土地保护利用新格局逐
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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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沟” 生态河
6月12日中午，日头火辣，42岁的王国防在稻田里补苗。

王国防曾是应城市杨河镇下王村养猪大户，高峰时生猪存栏超过1500头。2021年，他关停养

猪场，流转土地，进行稻麦轮作。

“猪倌”何以转行？

2021年，应城投资4亿多元，在杨河镇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整治面积达3.27万亩，着力

破解耕地碎片化、空间布局无序化、生态质量退化等问题，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今年4月，该项目竣工，项目区内8个行政村田成方、渠成网、村庄美、生态优，面貌焕然一新。

王国防的生活也随之大变样。“过去养猪有污染，邻里对我有意见，现在带着大家一起种田增

收，邻里关系好多了，日子更有奔头。”

6月 12日，杨河镇下王村，成片的田地一望无
际，秧苗长势喜人。

过去，下王村难见这般田园风光。该村邻近漳
河，全村2200亩耕地被分割为两千多块，田地七零八
碎，排灌能力不强，易旱又易涝。

“耕地散，种地难，收入低，村民大多选择外出打
工。”下王村党支部书记王念说，田地抛荒高达六成，
村集体经济薄弱。

2021年9月，杨河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惠
及下王村。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整田。

经过4个多月的施工，两千多块“巴掌田”被整成四
十多块大田，泵站、沟渠修缮一新，机耕路修到田间地头。

“以前田地没人种，如今成了香饽饽。”王念说，农
田改造后，十几名村民主动要种田，两千多亩耕地迅
速被“抢购”一空。

王国防是其中之一。他流转土地，买来拖拉机、
旋耕机和插秧机，既种自家田，又给其他农户和合作
社提供农机服务。

“田块又大又平，灌排两畅，从种到收全程机械

化，省力又省钱。”王国防算了一笔账，每亩地收入约
800元，加上农机服务费，一年收入约30万元，不比
养猪差。

种田人增收，村集体也沾光。
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旱改水等方式，下王村新

增耕地200多亩。流转后，村集体每年增收7万余元。
变化何止下王村。项目区共建成“万亩方”1.51

万亩、“千亩方”4600亩，新增耕地1832亩。
好资源引来好项目。杨河镇对项目区内的集体

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湖北中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一举中标。

中磐粮油入驻后，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
订单农业，引导当地大户种植优质糯稻5000余亩，形
成集糯稻种植、收购、储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糯
稻产业链。

“规模化经营和订单农业模式让种田效益大幅提
升。”杨河镇负责人介绍，整治区每亩糯稻增收50元，
农户人均年增收5000余元，8个村增加集体收入82
万元。

“巴掌田”聚成“万亩方”

“来水了，来水了！”6月12日，下王村开泵抽水，
为干渴的农田“解渴”。

农田“喝”的水来自漳河。漳河是杨河镇境内最大
的河流，全长19.5公里，是镇上农业生产的主要水源。

而在过去，因污染严重，漳河是人人避而远之的
“龙须沟”。最大的污染源是下王村的两个养猪场和
一个养羊场，设施设备老旧，污水直排漳河。

“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苍蝇乱飞，沿河群众不
得不大热天关着门窗。”王念摇着头说，“老百姓意见
很大，经常上访。”

杨河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群众
强烈呼吁：拆除这3家畜牧养殖场。

然而，3户养殖户从事养殖10余年，以此为生，
不愿轻易放弃。

项目组、镇政府、村委会三方一起上门动员，承诺
拆除养殖场后，除了按规定给予补偿，还可以帮助重
新选址建厂。不愿干老本行的，可支持另择他业。

“养猪风险大、污染大，不如改行种田。”在政府支

持下，养猪大户王国防带头拆迁，用补偿款流转田地、
购买农机，变身种粮大户。

另两户也行动起来，签下征迁协议，关停养殖
场。2021年底，3个养殖场全部拆除。

乘势而上，项目区持续加大水系整治力度，冲刺
“治出一泓清水、筑起一道固堤、养护一带绿岸、打造
连片风景”的目标。

连通水系，疏通港渠塘堰，硬化5.2公里漳河河
堤，建设3.5米宽防洪通道，项目区防洪排涝能力不
断提升；

推进雨污分流、生活垃圾治理、农药化肥减量增
效等防污控污措施，项目区内河湖库堰、池塘沟渠水
体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以上；

更新水生态涵养林，在河湖水库边种植水杉、樟
树等4000余棵，增加生态用地面积89.42亩，水生态
环境持续修复。

突出生态，系统治理，协同推进，漳河由“龙须沟”
变成了生态河。

“龙须沟”变身生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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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改大田 朱湖糯稻香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李林 左军

杨河镇马堰村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区阡陌纵横、良田成片。
（湖北日报通讯员 郑毅 摄）

废弃矿山披上绿装。
（湖北日报通讯员 王虹 张文莉 摄）

整出大田好种粮。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桐 通讯员 万阳 摄）

大悟九房沟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
巡逻。（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骅骅 摄）

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重塑杨河新风貌——

“巴掌田” 万亩方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乔卫华 雷振林 腾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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