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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学不仅让孩子丰富了暑假生活，同时了解了
很多不同的知识，体验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孩子很开
心，我们家长也受益匪浅。明年我们还要来！”7月23日，
来自上海的张女士带着孩子到恩施市盛家坝镇小溪古村
落体验研学旅行，当地的特色文化和优美的风景让他们
流连忘返。

2023年以来，盛家坝镇着力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探索研学游新场景、新模式，深度挖掘资源，整合研学线路，
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动，为乡村休闲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

据了解，研学游的主力军是6岁至14岁的学生。随着
暑期到来，跨省研学营的热潮显著上升。今年以来，小溪古
村落共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其中暑期体验研学活动的就
有千余人次，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团队居多，行程天数
大多为6天至7天。

“今年暑假，我们基地研学游很火热！”小溪古村落亼
村居亲子研学基地负责人夏爱华介绍，他们在打造研学
课程时更注重学生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并给予丰富的自
然生态资源与历史文化内涵，打造了非遗体验、民俗活
动、植物科普园、农耕基地等研学新场景，让研学更好地

“寓教于游”。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恩施市频道 作者 段卫）

暑期研学“引爆”乡村旅游热

7月26日，2024年半导体产业光谷论坛暨老河口市承
接半导体产业推介会在武汉光谷举行，来自深圳、武汉等地
的60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相聚光谷，探讨半导体产业发展
新趋势。

老河口市以“聚焦半导体新时代，共话老河口新机遇”
为主题，推介展示老河口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吸引半导体
产业上下游企业到老河口市投资兴业。

今年5月，老河口市与深圳云在上半导体材料有限公
司签订了半导体零部件产业基地投资协议。双方计划投资
10亿元，主要生产半导体设备中的核心零部件。为此，老
河口市围绕深圳云在上半导体材料公司上下游开展延链补
链强链，同时抢抓国内半导体行业“换道超车”的窗口机遇，
加强与武汉大学研发团队、半导体行业企业家的沟通交流，
依托光谷技术溢出、科研实力雄厚等优势，努力打造中部地
区半导体材料发展高地。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老河口频道 作者 姜雁冰 李
雯艳）

“链”上发力竞速半导体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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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晚”“村BA”“村歌赛”……

乡村夜晚热辣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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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玉米收割期，南漳县九集镇1.2万亩青贮玉
米开镰收割。

今年，农户和合作社通过与云上牧歌（襄阳）万头奶牛
智慧产业园签订订单种植协议，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双赢。

在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将玉米全株进行收割粉碎，运输车辆跟随收割机配套作
业，再运往云上牧歌（襄阳）万头奶牛智慧产业园基地进行
裹包、存储。

云上牧歌（襄阳）万头奶牛智慧产业园项目入驻南漳以
来，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动青贮作物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带动当地大力发展青贮玉米种植。由于青
贮玉米生长周期短、种植密度大、产量高、效益好，得到了当
地村民、种植大户和合作社的积极响应。

王花园村村民朱成说：“今年我种了60多亩玉米，收入
将近8万元。玉米熟了后，云上牧歌直接收走了，秋后还可
以种一季小麦。”

襄阳芸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庆伟说：“我以前就在
村里种玉米，每年收割后还要发愁卖。现在和云上牧歌签订
了订单种植协议，奶牛场要多少我们种多少，种多少他们就
收多少。去年我承包了2000亩，今年又增加了800亩。”

订单种植模式，不仅收购价格有保障，还解决了销售难
题。同时，青贮玉米从农田直达云上牧歌（襄阳）万头奶牛
智慧产业园，减少了中间环节，进一步实现了利润的增长。

“刨去成本，我们青贮玉米订单种植，每亩每年净赚
1200元，比我们以前自己种的利润高出15%。”曾庆伟说。

据了解，云上牧歌（襄阳）万头奶牛智慧产业园是省级
重点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200亩，总投资12亿元，为中国
中部地区最大的优质奶源基地。建成达产后，可年产生鲜
乳9万吨以上，可提供就业岗位300个以上，直接带动
3000多户劳动力就业，实现饲料作物及农作物秸秆销售收
入8000万元以上。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南漳频道 作者 南融媒 王玮
胡振兴 胡康）

农户种多少 产业园收多少

1.2万亩青贮玉米开镰收割

记忆中的乡村夜晚，繁星点点，月光如水，只有偶尔的犬吠和虫鸣划破寂静的长空。如今，“村晚”“村BA”“村歌赛”……

让乡村之夜有声有色，充满了新的活力。这不再安静的夜晚，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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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回村看比赛，值！”
传球、起跳、上篮，7月30日

傍晚，千年莲花池畔灯光璀璨，人
声鼎沸。仙桃市沔城回族镇2024
年和美乡村篮球赛暨荷花艺术节
拉开序幕。

随着一声哨响，沔城回族镇对
决松滋土家族篮球队，打响了仙桃

“村BA”首赛。2000余名村民“洋
葱式”包围赛场，高高举起手机，踮
脚、搭台观赛。

运球突破、上篮得分、贴身防
守……球场内，球员们展开激烈角
逐。球场外，加油声、呐喊声此起
彼伏。本地网红直播间里，来自省
内外的万名球迷实时观赛互动，为
球员们加油鼓劲。

“这个夏天回村看比赛，值！”
60岁的李丽秀携全家从武汉回来
观赛。“比过年还热闹，期待以后能
在家门口持续观赛。”李丽秀激动
地说。

“看得很过瘾，这简直是篮球
爱好者的福音。”第二场郭河镇与

陈场镇展开对决，来自郭河镇的大
学生组团助威加油。

来自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的
12名篮球爱好者，携带松滋鸡、蜂
蜜等特产前来参展、参赛。“全荷宴
真是名不虚传，让人回味无穷。”队
长赵宇庭说，在切磋球技之余，准
备打卡陈友谅纪念馆等地，品尝鳝
鱼粉、沔阳三蒸等特色美食。

场上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场外氛围同样热闹非凡。两侧
民族特色产品展销、书法作品展、
手工漆扇、荷叶花束等展区人流如
织。

比赛将持续至8月底，将陆续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篮球邀请
赛、未来星小小篮球赛、女子趣味篮
球赛、全明星篮球表演赛事。其间，
将同步进行莲藕特色产品展销、文
创集市、全荷宴品鉴、全民短视频大
赛等活动。

（湖北日报客户端通讯员 邓
娟 陈亚东 晴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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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套镇“村BA”火热开打
7月24日晚上7点，宜都市红

花套镇荆门山文旅活动周暨“村
BA”篮球联谊赛火热开赛，2000多
名观众齐聚红花套社区滨江公园
篮球场。

赛场上，队员们传球、上篮、投
球，精彩连连。赛场外，不少村民

自带加油“神器”，助威声中夹杂着
锣鼓敲击声，氛围火爆。杨家畈村
村民刘艾玲特意从家里带来了一
个盆，为杨家畈村球队加油鼓劲。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宜都
频道 作者 朱敏 熊婷婷 王文强
夏梦瑶）

湖山村夏季“村晚”点亮新“夜”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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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知音湖北·四季村
晚”2024年全国夏季“村晚”钟祥市
胡集镇湖山村示范展示活动举行。

下午5点刚过，湖山村湖山大道
入口处已是一片欢腾，五彩旗帜随风
招展，一场融合了本土非遗元素的民
俗迎宾展演，为“村晚”预热。

随后，由湖山村村民代表参加的
农耕趣味游园会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运西瓜、掰玉米、挑豆子等比赛
项目，农味十足。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
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来

自“希望家园”的支教大学生志愿者
和留守儿童共同演绎快闪歌曲。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场舞培训、
村游市集、寿乡嘉品电商直播、农民
书画精品展等多个环节，让村民们在
享受文化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乡
村发展的勃勃生机。

“带着孩子逛了村游市集。这
里有很多钟祥美食，石牌豆腐、张
集酥饼、蟠龙菜等，非常有特色。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胡集镇平堰
村村民邹林和家人早早地来到活
动现场。

夜幕降临，村民们期待已久的夏
季“村晚”在气势磅礴的《龙狮鼓舞闹

“村晚”》中拉开序幕，孩子们充满激
情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

整台晚会分为“和美村庄·业兴
人旺”“古老寿乡·福寿绵长”“知音
钟祥·幸福启航”三个篇章，非遗节
目梁山调《耙草情歌》、梁山调小戏
《香樟树下》，民俗表演《长寿武高
跷》，歌伴舞《九十九岁》《网红之家
来带货》、广场舞《莫愁谣》等节目轮
番上演，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大冶市、竹山县、钟祥市的地方

名人代表作为“村晚”导师，对节目
进行点评。

“我们排练了一个多月。虽然天
气很热，但大家都激情满满。”今年
45岁的向红涛是湖山村居民，也是
广场舞《莫愁谣》的表演者之一。她
带着大学放假在家的女儿周宇轩一
起参与演出。

听大戏、看大展、逛大集、吃大
席、办大赛，一场夏季“村晚”点亮乡
村夜生活。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钟祥频
道 作者 吴芬芬 李璐 董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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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文艺活动150场

村民聚集广场载歌载舞
7月 30日晚上7点40分，鄂

州市华容区华容镇牌坊村的村民
吃罢晚饭，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文
化广场。杨红姣唱起了打硪号子，
其他几位老人则跟随节拍，跳起了
舞蹈……

去年8月1日，牌坊村开展创
建乡风文明示范村志愿服务行动
以来，先后举办了150多场文艺活
动，将村民从牌桌上拽到了广场
上。

牌坊村是华容镇面积最大的
村，下辖26个村民小组，29个自
然湾。全村户籍人口约3700人，
常住人口仅756人，其中60岁以
上老龄人口约510人。

该村党支部书记夏金波介绍，
牌坊村面积大、湾组多，管理难度
大。“以前农闲时，大家聚在一起打
麻将。据不完全统计，29个村湾
有60多台麻将机。”

去年8月1日，该村在鄂州市
委宣传部结对帮扶与指导下，开展

创建乡风文明示范村志愿服务行
动，并为牌坊村志愿服务提供资
金、人才、政策等支持。

在鄂州市级志愿者的宣传带
动下，迅速发展了一批牌坊村本土
志愿者，先后有15名村民自愿加
入志愿服务团队。乡风文明志愿
服务行动以牌坊村陈徐湾为典型
示范点，现已扩展到全村29个自
然湾。

鄂州市委宣传部驻牌坊村“第
一书记”杨勇介绍，牌坊村本土乡
风文明志愿者工作接地气。他们
宣传发动乡贤进入志愿队，不少人
主动将自己的房子作为活动阵地。

夏金波说，以前村里的矛盾纠
纷很多，需要村“两委”出面调解的
纠纷，每年超过20起。可喜的是，
开展创建乡风文明示范村志愿服
务活动以来，仅受理了2起矛盾纠
纷。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华容
频道 作者 王焱尧 刘佳源）

持续开展1个月

咸池村举办“村歌赛”
7月 28日晚，宣恩县沙道沟

镇咸池村“村歌赛”暨纳凉晚会举
行。百余名村民把文化广场挤得
满满当当，大家在专业音乐教师的
带领下，兴致盎然地学唱《咸池之
歌》，品尝村委会免费提供的西瓜、
绿豆汤、凉茶。

“土家迎来新时代，共同缔造
起宏图，我的咸池，我的家乡……”
一曲由著名词作家黄念清作词，旋
律优美的《咸池之歌》回荡在武陵
山深处的咸池村委会广场上空。

“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在
外打工的子女看了直播，对家里的
老人和孩子更加放心了。我以后
天天带孙子们来参加活动，唱村

歌、做游戏。”咸池村二组
村民向胜元不禁点赞。

咸池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杨明介绍，全
村3000余人，有1200余
人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

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前
正值三伏时节，酷暑难耐。又适逢
学生放暑假，近400名学生返村生
活，给村里和每个家庭都带来巨大
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压力。村“两
委”认真研究，多方筹措资金、争取
支持，邀请专家撰写了村歌《咸池之
歌》，并以学唱村歌为载体，搭建起
一个广大村民、留守老幼纳凉消暑、
寓教于乐、谈心聊天的活动平台，让
外出务工人员安心工作。

据悉，活动预计集中开展一个
月。每天晚上6:30开始，由村干
部及志愿者集中组织村民学唱《咸
池之歌》，组织开展“村歌赛”。每
晚学唱环节结束后，志愿者将组织
村民开展文体活动，同时开展防溺
水、防野生菌中毒、防森林火灾、交
通安全、用电安全等知识宣传教
育。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宣恩
频道 作者 向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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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满乡村美如画

7月30日，英山县温泉镇百丈河片区，茶园与青山、田
园、民居、四好农村路交相辉映。近年来，英山县将打造大
别山核心生态保护区和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相结合，优化
生态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英山频道 作者 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