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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观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邹云梦

“娶亲车能开到家门口，我也能风风光光嫁姑娘喽！”
11月12日，建始县乐家坝村陈家湾，村民覃力（化

名）看着通向自家门口的水泥硬化路，笑得合不拢嘴。
水泥路能修到家门口，这是覃力以前不敢奢望的

事情。
“道路硬化成本太高了，很多农户舍不得。”乐家坝村

负责人刘爱平说，覃力家这条入户路仅混凝土硬化就需
要近4万元。

“以前，这段路是一条很窄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就
打滑，连摩托车都走不了。”恩施州委组织部驻乐家坝村
第一书记彭举介绍，乐家坝村是在2023年由原来的罗家
坝村、牛角水村、岩风洞村、杨柳池村合并而来，现有村民
小组15个，人口近万人，是恩施州人口最多的行政村。
脱贫攻坚期间，通过发挥通村通组公路的串联作用，许多
村民已经实现了硬化路通到家门口，也有一些有条件的
村民自行修建了入户路。经过深入摸排，在乐家坝村，像
覃力这样硬化路没有通到家门口的入户路总里程还有约
18公里。

入户路是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今年初，
乐家坝村“两委”与恩施州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携手，通
过“项目资金+共同缔造”模式，探索推进入户路硬化工
程。即以项目资金为支撑，村民出一点（钱），村里施工队
支持一点（劳务），老百姓让一点（地），实现乐家坝入户路
全覆盖。

覃力的女儿明年春节就要出嫁，他正愁娶亲的车辆
无法开到家门口时，政策发布了，听说自己仅需出资1.2
万元，就能把公路修到自己家门口，他乐坏了。混凝土铺
设好后，需要每天上午、下午洒两次水，防止路面开裂。
覃力从家里牵了根长水管，给路面洒水，水管通不到的地
方，夫妻俩就肩挑背扛，用水桶挑水给路面洒水，对这条
路爱护有加。

“今年春节
娶亲车能开到我家门口”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赵盛迷

清炒玉米粒、酸辣土豆片、鱼香肉丝、粉蒸肉、香炸酥
肉……在恩施市小渡船街道机场路社区州电信宿舍幸福
食堂里，10余种热腾腾、香喷喷的菜陆续出锅，75岁居民
董光群和老伴儿张宏荣排队刷脸取餐，挑选自己喜欢的
菜品。

“过个马路就能吃上热乎饭，口感也好，以后不用每
天为做饭发愁了。”吃完饭，董光群夫妻俩顺着亲水走廊
散散步，十分惬意。

食堂分为楼上楼下两层，可供200余人同时就餐。
食堂背靠亲水走廊，设置有休闲茶吧，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就餐。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免费为老年人测血压和血
糖。”幸福食堂负责人贾继鹏介绍，检测结果会上传到
智慧管理系统，子女只要登录系统，就能随时随地掌
握老年人的饮食和健康状况。

贾继鹏说，幸福食堂单品价格低于市场价10%，对
老年群体还有特别优惠政策，辖区9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
餐免费，80岁以上的老年人享受5折优惠，70岁以上的
老年人享受8折优惠，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享受9折优
惠。对失能、失智、独居等不具备做饭能力的老年人还提
供助餐服务，由志愿者送餐上门。

恩施市结合打造“15分钟便捷养老服务圈”试点改
革工作，依托各街道所辖社区，探索出“党建引领、社区主
办”“整合资源、社会化运营”“养老机构+助餐”等多种运
营模式，已开办幸福食堂15家，日均为5000名老年人提
供餐饮服务。

恩施5000名老人
乐享幸福食堂

湖北日报讯（记者蔡俊、通讯员黄白鹭、李佳兵）“本
来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这么快能拿上工资，感谢法官帮
我们追回了‘血汗钱’。”近日，咸丰县人民法院历时42
天，执结了一起拖欠劳务费案件，为14名农民工追回工
资16.8万余元。

2023年，李某等14人在湖北某科技有限公司务工，
务工结束后，该公司却没有支付工资。今年9月，李某等
14人将该公司起诉至咸丰法院。

为有效缩短办案时间、统一裁判尺度，咸丰法院决定
由一名承办法官集中办理该系列讨薪纠纷案。

了解到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因犯罪在浙江某监
狱服刑，办案法官将案件证据材料一并邮寄给被告公司
法定代表人，并前往浙江对该批案件进行审理。经调查
发现，被告公司已停止经营，仅有少量资产可供执行。

10月，案件审结后，14名农民工依法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为了让农民工早日拿到拖欠已久的工资，执行
法官再次远赴浙江，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沟通。最
终，王某表示愿意将公司部分设备拍卖，用来偿还农民工
工资。

咸丰法院为14名农民工
讨薪16.8万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杨亚玲 县融

初冬时节，恩施漫山遍野的油茶树上，
白色的油茶花阵阵飘香，圆润饱满的油茶
果挂满枝头，呈现“满山果实满山花”的奇
特场景。农户们穿梭在茶林间，忙着采摘、
打包、搬运油茶果。

油茶与油棕、油橄榄、椰子并称为世界
四大木本油料，其油脂中不饱和油酸含量
达78%，还富含茶多酚和维生素E等多种
营养物质，被誉为“东方橄榄油”。

恩施州油茶种植历史悠久，但多年来，
油茶产业面临油茶林品种老化混杂、产量
不高、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

如何让“东方好油”，装进越来越多老
百姓的油瓶子？该州在油茶低产林改造、
品种选育和配置、延伸产业链条等方面开
启闯关之路。2023年，全州油茶栽培种植
面积达30万亩，油茶籽产量突破1万吨，

茶油产量近2000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近5
亿元。

培育良种 走出低产困境

每年10月至11月，恩施州林业科学
研究院经济林所所长顿春垚最为忙碌。

这两个月，他要马不停蹄地穿梭在8个
县市的油茶基地，查看长势，记录试验数据。

顿春垚通过调研发现，恩施州散生的
低产油茶林均为上世纪发展的实生苗后
代，其品种混杂、来源不清晰，亩均产果仅
80公斤左右；而新发展种植的30余万亩油
茶品种则以“长林系列”为主，占80%以上，

“湘林”“鄂林”等系列有少量分布，产量相对
较高，但也达不到“一亩百斤油”的目标。

恩施州地形以山地为主，海拔落差大，
小气候特征明显。到底哪个品种更适合种
植？哪些品种的病虫害更低、出油率更高？

多年来，恩施州油茶产业发展一直在
反复开展本土
油茶资源调查
筛选中徘徊。
2019 年，该州
开始实施良种
选育，但对于资
源选择的标准
一直没有突破。

2022年，
该州聘请国
家油茶科学
中心首席专

家姚小华
研究员

为顾问。在姚小华团队指导下，恩施州油
茶的科技含量有了质的提升，品种成行配
植、高海拔油茶适生品种筛选、品种差异化
丰产栽培技术、“油茶+茶叶”套种模式等
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优势地位，恩施油茶
良种选育和种植技术实现跨越发展。

“经过多年技术实验，我们从适合在武
陵山地区生长的20多个品种中，选育出长
林3号、4号、40号、50号等优良品种，亩产
量大幅提升，正在全州推广种植。”顿春垚
说，耗时5年熟化“长林”系列良种大容器
杯苗造林技术、“油茶+茶叶”等复合经营
模式，形成了油茶高产优质高效关键技术
体系，支撑了武陵山区及周边区域油茶产
业的改造升级。

今年10月，由州林业科学研究院牵头
完成的“油茶良种快速成园技术”成果经省
科技厅批准登记。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
目显著降低了苗期维护成本，总体达到国
内领先。

规模经营 荒山变金山

清晨，宣恩县高罗镇龙河村油茶基地，
杨河湾油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斌带领李
章国等10多名村民为油茶林施冬肥。

“今年收成好，进入丰产期的油茶鲜果
产量达到每亩七八百斤。”李斌笑着说。

2014年，在外地从事建材生意的李斌
返乡创业，投资200万元开垦300余亩荒
山，种植油茶。

“最开始不懂技术，采购的油茶苗品种
单一，加上种植密度过大，疏于管护，导致
油茶林荒草丛生、茶果低产。”李斌说，
2022年，他请来恩施州林业科学研究院专
家把脉问诊，着手改造低产低效的油茶林。

清除杂草、间伐茶树，补植长林系列高
产油茶苗……经过采取一系列改造措施，
基地100多亩油茶今年迎来丰收。三年
后，基地将全部进入丰产期，有望实现“一
亩百斤油”的目标。

欧高碧是恩施市太阳河乡中茶园油茶

专业合作社种植户，他家采收的油茶鲜果
由合作社统一收购。

合作社负责人郑家军退伍后回村担任
村支书。2015年，郑家军带领村民发展油
茶产业，并牵头成立油茶专业合作社，以2
元/公斤的价格，保底收购村民的油茶鲜果。

合作社带动周边村民发展油茶1500
亩，年产茶油5吨，年产值达100多万元。

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

11月20日，恩施州恩润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油香四溢，经过烘干、
调制、压榨、过滤、精炼、罐装等10余道工
序，一粒粒茶籽变成一滴滴金灿灿的茶油。

“以前我们只能生产毛油，再通过线下
渠道卖给中间商，利润低、风险也大。”公司
负责人熊晓玲介绍，2020年，公司引进冷
榨和精炼工艺设备后，直接生产面向市场
销售的成品茶油，并逐渐走向品牌化的发
展道路，公司目前拥有5个品类的茶油产
品，每斤的价格从60元到120元不等，通
过线上线下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油茶全身是宝，我们正在努力将油茶
吃干榨净。”来凤县湖北恒贸茶油有限公
司创始人彭大波介绍，初榨之后的茶籽饼
粕可用于生产保健品、化妆品，茶饼残油可
萃取茶皂素用作清洁剂，茶粕、茶壳是很好
的有机肥料及饲料……去年以来，公司与
武汉轻工大学合作，研发出茶皂素护肤系
列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位于咸丰县的湖北鳌盛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今年新引进一条油茶鲜果自动脱壳
生产线，上料、烘干、脱壳、贮藏、分拣等环
节全部流水线作业，日处理鲜果量达20
吨。全县已建成4条油茶鲜果脱壳生产
线，年鲜果处理能力2000吨。

截至目前，恩施州现有油茶种植及加
工企业26家，其中，国家级重点林业龙头
企业1家，省级林业龙头企业7家，建成5
条山茶油精炼生产线，基本形成了种植、加
工、销售一体化产业格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邹云梦 廖文婧

眼下，正是魔芋收获的季节。11月20
日，建始县业州镇苏家坪村魔芋示范种植基
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挖、分拣、装袋、搬运。

恩施州曾是全国重要的魔芋种植基地，
种植面积曾一度达到35万亩。后因大面积暴
发软腐病，规模逐年递减，产业发展陷入困境。

近年来，通过“科研院所+政府+市场主
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多边合作开发模
式，不仅治愈了魔芋的软腐病，而且推动了魔
芋产业的健康发展。2023年恩施州魔芋种植
面积恢复至8.75万亩，综合产值超6.5亿元。

科技护航，传统产业重现生机

魔芋产业是建始县的传统产业之一。
由于魔芋亩均收益高，但易发软腐病，群众
对它既爱又怕。为此，湖北省农科院和恩施
州农科院科研人员不断尝试，终于在2015
年成功攻克魔芋抗病性差、易感软腐病这一
难题，培育出我国第一个杂交新品种“鄂魔
芋1号”，将魔芋的易病性从以前的30%降
低至3%以下。

苏家坪村村民彭明亮今年种植了30亩
良种魔芋。“一亩玉米的收成只有1300元，
套种魔芋后，每亩收入达到7000元。”彭明
亮表示，这两年，政府出台政策，按每亩800
元给予补贴，再加上州县两级农技专家全程

指导，他便大胆投入，终迎丰收。
11月中旬，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专家在苏家坪村魔芋示范基地试验田
进行现场测产。结果表明，棉隆土壤熏蒸地
块的亩产超过传统栽培地块近600公斤。

科技护航，建始县魔芋产业逐年恢复增
长，到目前为止，已有标准化魔芋生产基地3
万亩，种植户9000余户，从事魔芋加工和销售
的市场主体和企业达30余家。2023年，建始
县重新拿回了“全国魔芋产业重点县”招牌。

开发魔芋胶，迈进百亿元级大市场

走进湖北鹤峰阳光农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的加工厂房，鲜魔芋在自动流水线上经
清洗去皮、浸泡、切片、烘干等工序后，变成
魔芋干片，再通过机器研磨，制成精粉。

“今年魔芋精粉价格每吨9万余元，比
去年涨了4万元。”阳光农业负责人龚磊介
绍，阳光农业目前已收购、加工鲜货2500
吨，加工精粉200多吨，产值近2000万元。

“魔芋胶面向的是百亿元级且快速成长
的减脂市场，客户需求旺盛，产品前景可
观。”龚磊介绍，鲜魔芋初加工的价格是每吨
4000元，但加工制成魔芋胶后，出厂价一吨
超过8万元。

恩施州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全州每年约1万吨芋角、精微粉和深加
工产品进入市场，魔芋种植面积、产量、产值
的年均增幅在10%以上。

科技治愈软腐病 魔芋更显“魔力”

乐家坝村入户路硬化建设项目。
（湖北日报通讯员 建荣 摄）

改造低产林 选育新品种 延伸产业链

一颗油茶小果的闯关之路

在来凤县百福司镇怯道河村，工人正在采摘油茶。（湖北日报通讯员 张杏 摄）

来凤县旧司镇老峡河村油茶丰收。（湖北日报通讯员 张杏 摄）

清洗后的魔芋排队进入生产线。（湖北日报通讯员 廖文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