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碗藕汤，香韵悠长。金秋十月，洪湖莲藕迎来又一年的

丰收季。

今年8月，省委农办出台“莲七条”，将“洪湖莲藕”作为全

省莲藕唯一区域公用品牌重点打造，洪湖莲藕产业发展迎来

新的重大机遇。

10月23日从荆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洪湖市莲藕种植面

积、产量、加工业产值、四个单品市场份额等指标稳居全国县市首

位，今年综合产值预计达到90亿元，成为强县富民的支柱产业。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丙全、通讯员李轩、彭翔）
10月28日从荆州市卫健委获悉，该市全面推行“医
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已有16家机构纳入全国医
养结合信息系统，医养结合床位达到3048张，为解
决老年慢性病患者养老问题提供保障和支撑。

在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患者走进门诊大
厅，一眼就能看到助老服务台，大号字体的提醒
标识随处可见。住院区病房的门牌上，冰冷的数
字被换成了各种鲜花、水果、节气等更形象生动
的图案。这些适老化的设计，让前来就诊的老年
患者倍感舒心。

早在2012年，荆州二医院便在荆州率先成立
老年病医院和老年医学科，2019年又成立老年病
护理院，建成荆州首个医养结合病房。老年病护
理院实行无陪护服务，主要收治生活不能自理、
慢性疾病终末期、晚期肿瘤等老年患者。

83岁的王奶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
础疾病，由于子女身在国外，遂转到老年病护理
院一边康复治疗、一边疗养。护理院设有音乐治
疗室、琴棋书画室、阅览室，经常组织活动，王奶
奶和左邻右舍聊天、娱乐，心情大好，健康状况也
一直很平稳。

老年患者往往多病共存、并发症多，荆州二
医院实行多学科协作模式，引进全省首个老年病
人综合评估系统。今年，还成立了中法合作认知
障碍医养结合中心，这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中外合
作认知障碍综合性医养结合服务项目，以传统中
医、仿家庭式治疗及法式养护为特色，以认知障
碍患者和家属为服务对象，采取“医”“家”“养”智
慧一体化模式，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带来福音。

73岁的赵阿姨，老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9
年，生活不能自理，过去都由她照顾。现在，老伴
住进中法合作认知障碍医养结合中心，病情得到
有效控制，生活质量也显著提升。“这里不仅环境
好，还有荆州二医院专业医疗团队照顾，帮我解
决了后顾之忧。”赵阿姨说。

荆州市卫健系统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安宁
疗护等工作，探索形成了“医疗+养老”“养老+医
疗”“互联网+上门服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两院一体”等模式，为
老年人打造一个个幸福港湾。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丙全、通讯员刘秋娥、肖

敏）10月28日从荆州区委组织部获悉，今年来，
荆州区通过开展一次走访慰问、组织一次座谈交
流、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引进一批项目资金“四个
一”活动，积极推进“外雁归巢”工作，成功引回10
多只“外雁”和浅山森林美术园、马跑泉稻香文化
园、喵象农场等项目，累计带动近2000人就业。

每到周末、节假日，位于荆州区川店镇紫荆村
九组的喵象农场便人头攒动，游客们来这里抓螃蟹、
捉泥鳅、挖红薯、品美食，玩得不亦乐乎。喵象农场
正是荆州区“外雁归巢”带回的项目。项目一期总投
资1500万元，占地面积400亩，打造集民俗、农耕、
喂养、采摘、垂钓、宴会于一体的生态田园综合体。

“我本就是荆州乡镇人，浓厚的乡土情结让我
又回到了这里，川店镇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让我
选择在这里落地喵象农场这个项目。”农场负责人
熊小波说。

喵象农场采用“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劳务
薪酬＋村集体项目入股”模式，带动本村80余人
参与生产经营，每年可为村集体创收15万元。今
年以来，喵象农场累计吸引游客5.6万人次，带动
村民增收180万元。

八岭山镇发展顾问向国富也是“归雁”中的佼
佼者。他发挥自身人脉资源，服务镇村招商引资，
推动农业、文旅重点领域招商考察4次，提供各类
招商信息5条，促成投资1.18亿元的马跑泉村稻
香文化园项目落地。

在“归雁”带动下，荆州区乡村特色产业快速
发展，香樟鸡、“国富香米”、“楚荷园”茶叶等各类
特色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川店镇紫荆村
党支部书记刘昌友说，“归雁”不仅带来了资金、技
术，还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市场信息，为乡村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丙全、通讯员陈恳）“小
朋友们，欢迎来到社区周末课堂！”10月26日，荆
州纪南文旅区凤凰街道郢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欢
笑不断，孩子们跟随志愿者一起体验桂花手工皂
的制作过程。

郢东社区成立于2022年，是一个包含大型还
迁小区、商品房小区的混合型社区。社区成立之
初，治理力量分散，居民文明意识不强、不愿参与
社区管理，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为此，社区牵头成
立党建联盟，并集合还迁村党支部党员、小区居民
志愿者、包联单位党员等力量，成立了“巾帼志愿
服务队”“爱心妈妈”帮扶志愿服务队和“星火志愿
服务队”三支志愿服务队。

通过问卷调查、走访，社区广泛征求居民意
见，组织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周末课堂、暑期托
管班、每周老电影专场、舞蹈形体课等公益活动。

“孩子很喜欢参加周末课堂活动，既能学到知识，
也能交到朋友。”思童妈妈说，一开始只是接送孩
子参加活动，后来在孩子和其他志愿者的影响下
也成为“爱心妈妈”队伍中的一员。

“社区成立之初，志愿者只有十几人，现在已有
100多人。”郢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周华蓉介绍，截至目
前，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各种服务活动169次，累计
服务8900余人次，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清晨，洪湖市雨钱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藕田里，一辆履带式莲藕收获机正缓缓向
前推进。翻滚的水塘中，一根根莲藕自动浮
出水面，静待工人采收。

“这种机器如果能全面推广，一定能挖
出更多的藕。”在岸边目睹莲藕收获机作业
全过程后，霍家村村民熊同进激动地说。

霍家村曾是洪湖市新滩镇有名的“困难
村”。该村地理位置偏僻、产业落后，村民们
以前种植水稻、小麦等基础农产品，收入捉
襟见肘。

2015年，在霍家村党支部的努力下，雨
钱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流转土地种植
莲藕。不同于村民们零敲碎打的零售方式，
优质的选育品种、专业的挖藕团队、迅捷的
运输车队，让村民们大开眼界。第一年脆藕
的亩产就达到2000公斤，以最低3.2元/公

斤的价格全部销售完毕。
成块连片的规模化种植模式，带领村民

走上致富快车道，熊同进的生活也迎来转
机，他被合作社聘为司机，从事莲藕运输工
作，他妻子也在合作社打工。算上年终奖等
绩效提成，熊同进的家庭年收入达30万元。

如今，种藕、挖藕已经成为霍家村的支柱产
业，在雨钱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领下，藕田
面积逐步增加到10860亩，带动周边约500名
农户就业，就业农户户均收入达10万元。

洪湖市把发展莲藕产业作为促进农业
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绿色发展的
重要举措。在龙头企业和莲产业联合体的
带动下，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
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契约型、分红型、股
权型合作模式，实行保底价收购，带动农户
亩均增收3000—5000元。

“双十一”即将来临，专职做农产品电
商的王文娟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朋友们，这青泥就像面膜，敷上后能
更好保护莲藕的娇嫩肌肤，保质期更长。”
她捏起一块莲藕上的青泥，向直播间1万多
名观众展示。

2009年，王文娟嫁到洪湖，得知洪湖莲
藕是湖北人的“心头好”后，尝试开网店销
售自家的莲子。

万事开头难。她骑着自行车考察了洪
湖好几个以莲子闻名的村，了解莲子的生
长、采收、加工、储藏的全过程，精挑细选出
最优质的洪湖莲子卖给消费者。

王文娟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销售的
农产品越来越丰富，到2012年，1天最高订
单数已达到3000单。王文娟应接不暇，来
不及将莲藕仔细打包，简单冲洗后就送上
了快递车。许多顾客拿到手的莲藕已经变
质，一时间差评如潮。

王文娟向有关专家虚心求教，解决包

装难题。“原来裹上青泥，莲藕就能多保存
近一周时间。”她组建青泥巴团队，开始推
广青泥巴莲藕，并根据莲藕的生长地块、年
限、大小、品相、部位、口感等因素，对莲藕
进行打分排名分级，不同的质量制定不同
的价格。

王文娟的诚信经营，不仅留住了越来
越多的回头客，还大幅提升了洪湖莲藕的
网络知名度，也推动洪湖莲藕市场价节节
攀升，由过去每公斤2元提升到8—60元，
去年直播带货400万公斤以上。

近年来，网销已经成为洪湖莲藕销售
的主力方式。洪湖市通过搭建平台、培育
网红、创新融合、政策支持，不断强化平台、
产业、能力三个支撑，化流量为能量，推进
电子商务发展，打造洪湖“互联网+”新模式
新业态。

截至目前，该市注册登记电子商务市
场主体755家，其中与莲藕产业相关市场主
体682家，洪湖莲藕电商销售额近8亿元。

在洪湖市万全镇，湖北华贵食品有限
公司的加工生产车间一片繁忙景象。一袋
袋泡藕带、一罐罐野莲汁在流水线上完成
打包，运往全国各地。

“洪湖莲藕产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离不
开科技创新。”洪湖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
左丹介绍。

地处江汉平原的洪湖市，水资源丰富，塘
泥富含有机质，孕育出口味鲜美的洪湖莲
藕。但莲藕产业也曾遇到过瓶颈。由于产品
单一且标准不统一，洪湖莲藕知名度不高，大
多就近销售，价格最低时只有几毛钱一斤。

发展精深加工产业，提高莲藕产品附
加值刻不容缓。

2013年，经洪湖市政府穿针引线，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湖北华贵食品
有限公司与万全镇合作，手把手教当地村
民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莲藕，每亩藕塘产
量达到1500多公斤，并以最低每公斤5元

的保护价收购，每亩净收入5000元以上。
华贵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家庭农

场）+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牵头成
立洪湖市华贵水生蔬菜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建成莲藕精深加工生产线8条，冷库冷
藏量10万吨，年加工处理能力20万吨，就
地取材研制出洪湖野莲汁、野藕汁、藕带等
50多个产品，去年营业额达18亿元。

培育莲藕新品种、制定质量标准体系、
提升品牌宣传推介力度……近年来，洪湖
市联姻科研院所，锚定建设“全国淡水产品
预制菜产业基地”功能定位，培育龙头企
业，在精深加工、科技创新方面不断取得新
突破。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莲藕加工企业118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5家，国家级重点龙
头企业1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5家，年加
工莲藕系列20吨以上，加工产值28亿元，
占全国的17.5%，占全省的40%。

荆州医养结合
床位超过3000张

荆州区“外雁归巢”
带动近2000人就业

志愿服务
让混合社区“一家亲”

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种植面积、产量、加工业产值等居全国县市之首

洪湖莲藕综合产值冲刺百亿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澍森 何辉 通讯员 曹冲 周浩

从分散种田到抱团种藕
“困难村”农户年均收入10万元

从一根藕到50多种产品
精深加工让莲藕变成“金疙瘩”

从线下到线上
“敷面膜”的莲藕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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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莲藕，清甜可
口”，这句广告语广为流
传。

作为莲藕种植大市，
洪湖市有着较为庞大的莲
藕生产及产业规模，种植
面积、产量、加工业产值、
市场份额等指标稳居全国
县市首位。

当前，洪湖市正抢抓
省委支持“洪湖莲藕”打造
省级核心区域公用品牌机
遇，着力提升“洪湖莲藕”
品牌知名度和综合效益，
努力打造全国莲藕全产业
链标杆。

这是洪湖市莲藕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同时也对“洪湖莲藕”区域
公用品牌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有没有”转向“好
不好”，从“清甜可口”转向
更具个性化的特征。

在全国范围内，不只
有湖北种植莲藕；即使在
湖北，也不只有洪湖种植
莲藕。如果没有形成差异
化，就难以形成“洪湖莲
藕”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
竞争力。

“商业上有一条基本
原则，那就是聚焦程度更
高的一方通常会赢得竞
争。”美国著名营销专家
艾·里斯认为，公司要想
获得成功，产品得让顾客
难忘，即要做到“独一无
二”。

具体到“洪湖莲藕”，
要 讲 好 品 牌 升 级 版 故
事，即挖掘出产自洪湖
的 莲 藕 究 竟“ 好 ”在 哪
里，在哪些方面最能让
顾客“难忘”。如此，才
能让品牌更有竞争力，才
能更好推动洪湖莲藕产
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造
福当地百姓。

专家献策“洪湖莲藕”

强化品牌经营提升产品含金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辉

一根莲藕，一个公用品牌，一项富民工
程。

“洪湖市全力打造‘洪湖莲藕’区域公用
品牌，值得点赞。”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
长、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秦尊文表
示，品牌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农业生产实施品牌化经营，才能走
向更大的市场。

作为湖北本土的专家，秦尊文曾多次
去洪湖调研产业发展情况。在他看来，莲
藕已成为洪湖市的支柱产业，但在高质量
发展背景下，产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如龙
头企业还不够强、藕系列相关食品开发还
不够等。

企业强，产业才能强。“洪湖要继续培育
或引进更多莲藕产业龙头企业，以新质生产
力为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提质增效，提升

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秦尊文说。
“农产品加工业在农业全产业链中是承

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忠表示，要想打造好
洪湖莲藕区域公用品牌，需要在莲藕的深加
工环节下更多功夫。

王凤忠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洪湖莲藕
的加工业还可进一步深挖，尤其是与大健康
产业结合。当前，人们提到莲藕，首先想到
的是香甜的口感，这是它作为食材的基本属
性。但如果能提炼莲藕中的健康成分，结合
其口味加工成保健类产品，莲藕产业会有更
广阔的应用空间。

“期待洪湖市进一步强化精深加工和品
牌经营，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将‘土特产’
打造成支撑当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王凤忠说。

王文娟在展示洪湖莲藕。

华贵公司莲藕加工车间。
（本栏图片均由洪湖市委宣传部提供）

村民刚挖上岸的鲜藕。

132024.10.30 星期三
主编：张国安 版式：樊平

荆州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