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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观察

河道清淤拓宽，农房焕新变美。7月11日，
在仙桃市杜湖街道办事处老里仁口村，围绕洛
江河流域治理的系列工程陆续上马，工人们干
得热火朝天。

这里是仙桃排湖电排河流域单元系统治理
工程的试点之一。

排湖电排河流域单元位于排湖流域东北
角，治理范围100平方公里，东至通顺河、南至
皇河、西至麻胡渠、北至北干渠，涉及干河、杜
湖、胡场“两街一镇”，辖区常住人口20866人。

仙桃市水利和湖泊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介
绍，仙桃地处江汉平原，境内河渠密布，水网发
达，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型河流有
11条。

从地图上看，仙桃三面环水，被汉江、通顺
河、杜家台分蓄洪区包围。但由于没有水库等
水利设施，水网调蓄能力弱，仙桃时常面临涝旱
不均的自然环境。

引活水，用好水。仙桃聚焦水安全、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四水”共治，破解水系连通
不畅、水环境承载力弱、产业结构不优等难题，
着眼生态优、产业强、百姓富、村庄美、治理好，
开展流域环境治理；壮大市场主体规模，健全联
农带农机制，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善治
水平。

在老里仁口村六组，以“荷塘月色”为主题
的农房墙绘夺人眼球，“仙花里”咖啡馆已具雏
形，农房外立面改造如火如荼。

村党支部书记向建国介绍，洛江河治理工
程于今年3月规划设计，4月初动工。工程融合
沟渠疏挖、护坡治理、外立面改造、美丽庭院打
造于一体，进一步提升全域水质量，保护水环
境。届时，该村将新建护坡、步道1.3万平方米，
为建设和美乡村打基础，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一湾清灵水、一道风景线、一条产业带。目
前，仙桃按照生态修复、都市田园、三产融合、村
庄建设、基础设施、社会治理等六大类，以及必
要、可行、可量化、可考核原则，推进流域单元综
合治理，形成134个项目清单。其中，6月底已
初见成效的项目共77个，年底显著见效的项目
将有57个。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巍巍、通讯员胡平、
许文婧）“这笔120万元的银行贷款，帮了大
忙！”7月15日，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养殖大
户熊启红忙着拌料、喂食，看着塘里争抢吃食
的鳝鱼，他喜上眉梢。

熊启红是先锋村最早养殖鳝鱼的村民之
一，注册成立仙桃市雄雄水产养殖家庭农场，
集鳝鱼养殖、饲料销售于一身，拥有养殖鱼塘
200余亩、网箱1500余口。去年底，因流动资
金出现缺口，熊启红愁得睡不着、吃不香。

在“金融服务进乡村”走访活动中，仙桃农
业银行张沟支行工作人员得知熊启红出现资
金困难，便为他量身定制金融支持方案，推荐
利率低、额度高、期限长的“惠农e贷”贷款产
品，仅用3天就发放贷款120万元，帮他解了燃
眉之急。

近年来，随着省委农办“鳝七条”政策实
施，仙桃黄鳝产业发展迅猛。该市黄鳝养殖规
模超过10万亩，产量达7.21万吨，分别占全国、
全省产量的20.2%、46.7%，产业链综合产值超
50亿元。

用足金融政策，精准对接鳝农需求，仙桃
农业银行推出助力黄鳝养殖全产业链信贷服
务方案，优化营商环境，帮助鳝农渡难关、扩
规模、优产业。截至目前，该行对黄鳝产业的
贷款投放总额超过3.6亿元，惠及鳝农1400
余户。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巍巍、通讯员张钰）近
日，在位于仙桃市彭场镇的国家非织造布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湖北），恒天嘉华非织造有
限公司质量总监张帅杰送检了一批熔喷布样
品。“以往要将样品送到广州、上海、苏州等地检
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站式检测服务，权
威又方便！”张帅杰说。

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
通知，国家非织造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湖北）顺利通过验收。这是我国首个非织造
布产品质量检验中心，也是仙桃首个国家级
质检中心。

该中心拥有专业检测室20余个，检验仪器
和设备340台（套），涵盖化学纤维、纺织品、非
织造材料等三大类、79个产品、184项参数的检
验检测能力。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该中心
累计为非织造布、纺织服装类客户提供公正、权
威的检验认证服务1235个批次、3120个项目。

仙桃是“中国非织造布产业名城”和“中国
休闲女裤之都”，现代纺织服装产业聚集上下游
关联企业3000余家。该中心与相关部门联合
开展非织造布、纺织服装产品质量帮扶活动，并
召开3期质量分析培训会，对企业不合格项目
进行解读，一企一策提出个性化改进方案，营造
良好环境，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小区建在园区旁 出了家门进厂门

三室一厅，面积120平方米，坐在宽敞
明亮的家里，胡小平越看越喜欢。

“不光住得舒心，上班也很方便。”从居
住的小区到工作地仙桃市兴荣防护用品有限
公司，胡小平骑电动车，不紧不慢只需10分钟。

“我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丈夫在镇里开车跑
运输。”胡小平乐呵呵地说。

两年前，胡小平家住彭场镇联合村。在推进全
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过程中，彭场将杨步、金剅、联
合、三联4个村连片拆除搬迁进镇，并统一规划建
设一个完整社区——汪洲社区。

搬迁后村民留得住么？在新社区选址之初，当
地政府就颇费思量。几经考察和对比，彭场镇决定
拿出毗邻南城新区、面向非织造布产业园的“黄金
地块”，建设居民还建小区。“既能解决居民就业，又
能缓解工厂缺工。”这是蔡勇军当时的分析。

走进汪洲社区，空气清新，布局疏朗。巨大的居
民健身广场周围矗立着5栋居民楼，外观时尚新潮。

“从小孩到老人，各年龄层的人都能在社区找到
生活的乐趣。”社区党支部书记汪国前介绍，聚焦“一
老一小”，小区配套建设了老人、幼儿活动中心。为
丰富周边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社区还引进市场主体，
投资1000万元，打造共同·乐享空间露营酒馆项目。

汪国前说，社区成立劳务公司，对已入住的
200余户新居民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劳务档案，与
周边非织造布企业实现就业需求、招工需求互通。

按照年龄层级、工种区别，该社区推荐100余
名年轻女工在非织造布企业就业，部分年龄较大的
居民到企业食堂、保洁等岗位再就业。社区劳务公
司逐个走访企业，并组织部分居民打零工、务短工，
增加收入。

熊月娥是最早一批搬到该小区的居民，过去在
村里经营小卖部。“新社区周边企业扎堆，人口流量
大，生意肯定好。”她瞅准商机，在社区盘下一个门
面开起小超市。“搬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一天
比一天好。”

出了家门进厂门。据统计，彭场镇全镇户均
1.5名劳动力在企业上班，5万多名农业人口转移到
城镇生活、园区就业，家庭工资收入年均超5万元。

一根藕带一条鳝 在家就能把钱赚

7月21日15时，太阳正烈，温度直逼35℃。
在彭场镇芦林湖村一个藕带收购点，随着最后

一筐藕带装车，村民彭普察猛灌了一口冰水。“藕带
卖了680元，工资挣了160元。”他满是汗珠的脸庞
露出灿烂笑容。

入夏后，藕带陆续上市，他经常忙得脚不沾地。
每天凌晨5点起床抽自家藕带，临近中午再到村里

的藕带收购点上班。他就这样干一天活，赚两份钱。
一年前，彭普察从武汉一建筑工地辞职回村，

种下8亩水塘的藕带。彭普察算账：种藕带收入约
4万元，工资挣了近2万元，半年赚的钱抵得上去年
全年收入。

芦林湖村，因湖得名。因地处湖区，全村低湖
田达6100亩。因地势低洼，隔三岔五就淹水。村
民们将湖田改造成鱼塘，养殖四大家鱼，又种植莲
藕，又逐步发展经济效益更高的藕带产业。

凭着一根藕带，芦林湖村实力出圈。早在
2011年就上榜农业部首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名单。2012年，芦林湖泡藕带又获评“首届湖北
名优蔬菜”。

藕带种得好、卖得俏，带来增收新机遇。村党
支部书记彭智情介绍，一批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在村
里开办藕带收购点，泡藕带加工厂也兴办起来。

田兵强最早在村里种藕带、贩藕带。“那时小打
小闹，一天几百斤、千把斤地卖。”2000年起，他就
在村头收购乡亲们的藕带，贩运至武汉市场销售。
如今，他每天最多可发出2万余斤藕带，销往北京、
上海、广东等地市场。

在芦林湖村，类似田兵强这样的收购点有10
余个。藕带多了，清洗、筛选、搬运等环节都需要工
人，每天100余位村民在村里务工。“每天工作6小
时，女工120元，男工160元。”村民们说。

彭智情还有更长远的打算。“眼下，两条路穿村
而过，给村里带来更大机遇。”他说，新修的321省
道经过村口，村里打算沿路新建冷库和藕带交易市
场，把产业链拉得更长。

“另一条路，就是长达32公里的黄鳝产业带。”
彭智情说，仙桃黄鳝产业已经上升为省级战略，省
里有政策、市里有支持，芦林湖村有一湖好水，也要
搭上这趟富民产业的“快车”。

“塘主”铺开致富网 青年纷纷返乡来

太阳偏西，通顺河畔，蓝天白云下的彭场镇大
岭村静谧祥和，美如油画。下午5点，田野深处的
稻蛙鳝养殖基地沸腾起来。

“开饭喽！”伴随着村民李道珍撒下的一瓢瓢饲
料，成群的黑斑蛙高高跃起，争相抢食。

这个占地面积200亩的养殖基地，被“天
网”笼罩，一眼望不到头。“天网”下，四方养殖池正

中套有一口小塘，四周种稻，稻下有蛙，塘里养鳝。
这片塘的“塘主”名叫李治国，是仙桃市西流河

镇中心村人。高中毕业后，他外出打工，从一名普
通的销售员干起，做到年薪百万元。

2016年，35岁的李治国返乡创业，在彭场镇晓
道村成立亿兴隆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探索黑斑蛙
养殖，闯出一条新路子。

去年，在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夏必良邀请下，李
治国将稻蛙鳝养殖模式推广到大岭村，目前已带动
12户村民参与其中，扩大养殖规模100亩。村民夏
发林算账，他家今年有望增收20万元。

“技术有保障，销路也不愁。这样的好产业，以
前想都不敢想。”夏必良感慨。

大岭村紧邻彭场集镇，过去，村民或外出打工，
或到镇上做小生意，村里几乎看不到人。人走田
荒，村里出现大量撂荒地。

“常规农作物，种一年勉强糊口，大家提不起兴趣。”
夏必良分析，大岭村要因地制宜，招引高附加值、有科技
含量的种植养殖产业，推动“一田多收”共生产业。

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后，该村探索实行“土地流
转＋小田并大田＋特色产业”模式，引导土地有序
流转、规模经营，集中流转土地1800亩，道路、灌溉
等设施配套到位。

村里有了新变化，年轻人不请自来。“80后”刘
念是湖北羽林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2022年
回村创业，组织该村在外的15名爱心企业家为家
乡建设出资献智，累计捐款225万元。

她组织村里的传统手艺人，开设传统食品加工
坊，打出“大岭造”“仙桃酥”“沔阳粽”等品牌，带着
村里的土特产闯市场、拓销路。如今，刘念被推举
为大岭村共同缔造理事会理事长。

“村里一年一个样，是时候扎下根、大干一场
了。”1977年出生的周治国从小在大岭村长大，在
昆山从事测量器具销售，跑遍全国。今年，他投资
100余万元，流转300余亩土地，种植西蓝花。

“不光要种，还要在‘二产’上下功夫。”一有机
会，周治国就找夏必良商量西蓝花深加工产业。

产业聚人气，乡村添活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回归，秀水环绕的大岭村每天都在上演着不一
样的惊喜。

仙桃彭场求解工厂缺工、农村缺人难题

出了家门进厂门 青年纷纷返乡来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胡纯波 彭舒文

一湾清灵水 一条产业带

仙桃推进
流域单元综合治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3.6亿元农行贷款
惠及1400余户鳝农

国家级检测服务送上门

非织造布国检中心
提供认证逾千次

沔阳小镇上演《王府招亲》
云天海世界海洋公主开派对
密塘渔村飘荡鱼米香味

夏季，排湖尽是不夜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张曼

华灯初上，光影交织的海世界流光溢彩；
晚风轻拂，韵味悠长的小镇别具风情；星光点
点，自然淳朴的渔村如梦似幻……

7月19日晚，随着夜幕降临，仙桃排湖旅
游度假区再度开启“人从众”模式。夜景、夜
演、夜购、夜娱、夜宿，沿坦荡如砥的排湖绿道
蜿蜒前行，沔阳小镇、荆楚云天海世界、密塘渔
村等景点串珠成链，仙桃越夜越精彩。

“白天玩项目，晚上看演出，旅游产品更丰
富。”在情景剧《王府招亲》中抢得绣球相中“意
中人”，潜江游客李俊心潮澎湃。令他意外的
是，此次沔阳小镇行，除实景演艺外，游船夜
游、杂技表演、烟花秀等同样精彩。

在沔阳小镇，每天40余场演出让游客沉
浸式享受文化大餐。日均游玩人次激增20
倍，沔阳不夜城的客流量不断突破新高。“与往
年相比，今年演艺和消费产品更为集中。全息
影像、裸眼3D等光影技术，让科技、艺术和传
统文化产生有趣碰撞，游客参与感更强，互动
度更高。”湖北文旅仙桃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亮说。
抢占“夜间旅游”市场高地，排湖旅游度假

区创新打造夜游、夜食、夜秀、夜娱、夜购、夜宿
等主题场景，推出演艺、美食、非遗、文创、灯光
秀等多维“夜”态产品，让乡村的夏夜“亮起
来”、人气“旺起来”、夜间消费“火起来”。

从“看景”到“入景”，在与沔阳小镇一路之
隔的荆楚云天海世界，全新主题“海洋公主的
夏日派对”，为暑期夜游加满“欢乐值”。

“作为本季全新活动主题，‘海洋公主的夏
日派对’更加注重游客的体验感。园区布置多
种主题装饰及拍照打卡点，入园即可免费变装
成公主，解锁清凉、梦幻、欢乐、刺激的夏日游
玩体验。”荆楚云天海世界营销总监余进介绍。

2.5万平方米的室内场馆，配套破浪滑梯、
太极回旋碗、水寨探险、神力方舟等多元项目，
为亲子家庭提供更多选择。摇滚派对、飞人表
演、水上烟花……入夜之后的狂欢，再掀暑期
夜游热潮。

文旅“大餐”轮番登场，吸引八方来客的同

时，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相关产业和旅游场
景融合进阶。人山人海的盛况，一样出现在密
塘渔村民宿美食一条街。入夏以来，这里的每
间餐饮店老板都忙得两脚不沾地。“好吃，好
玩，好看，不虚此行。”在朋友推荐下品尝了沔
阳三蒸，荆州游客王晓铭赞不绝口。

“从丰富产品、创新活动、优化服务等方面
入手，链式发展打通了多业态合作路径，使原

本独立的夜间消费点形成规模化、集群化的协
同发展矩阵，让环排湖区域夜游经济‘烟火气’
更盛。”排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王俊文说。

夜色搭台，经济唱戏。随着夜游持续升
温。目前，沔阳小镇、荆楚云天海世界等景点
日均客流量累计突破万人，景区新开业酒店已
售出500余单。

荆楚云天海世界人气爆棚。（湖北日报通讯员 吴晴霄 摄）

“白天去无纺布

厂上班，晚上就在小

区跳跳广场舞，现在

觉得一家人的日子过

得有滋有味。”7月18

日，仙桃市彭场镇汪

洲社区，56 岁的居民

胡小平谈起生活变

化，笑得合不拢嘴。

乡村搬迁进镇，

村民洗脚上楼，上班

似在家门口。像胡小

平这样的居民，汪洲

社区有200余户。

彭场镇毗邻仙桃

城区，是中国非织造

布制品名镇。在推动

以县城为载体的就地

城镇化、城镇和产业

“双集中”发展过程

中，如何破解工厂缺

工、农村缺人困局？

彭场镇党委书记

蔡勇军表示，因地制

宜厚植产业发展土

壤，让群众“链”上产

业：农民变居民、产业

工人，农特产品变商

品、农村变景区，让存

量资源变成滚滚财

源，最终实现产业增

效、百姓增笑。

仙桃彭场镇大岭
村秀水环绕、风景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