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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嘉鱼，烝然罩罩”《诗经·小雅》中的一
句话，让湖北省嘉鱼县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长江巨龙自青藏高原俯冲而下，顺三峡一路奔
腾，却因眷恋其秀美，驻足旋了一个舒缓的“C”
型弯道。沿着长江的脉络，嘉鱼生就星罗棋布
33个大小湖泊，滋润出一片鱼米之乡。

这纵横交错的水系，让嘉鱼成为了一座因水
而兴的城市。水，赋予了它江的浑厚和湖的灵
秀，更孕育出兼容并包、刚柔并济的人文之韵。

水韵含羞 物产丰饶

嘉鱼人世世代代与水为邻，以渔为生。波
澜壮阔的长江，慷慨地馈赠了丰富的水产，鲜的
鱼、肥的蟹、香的藕……勤劳而智慧的嘉鱼人，
也把这些江鲜做到极致，鱼糕、鱼圆、香辣蟹等
令人垂涎三尺。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
季的热播，更是把嘉鱼吊锅藕汤端上全国人民
的餐桌，引得游客、食客纷至沓来。

相传早在南唐时，嘉鱼的水产就已凭借其
鲜美的品质开始外销，并逐渐成为重要的水产
供应仓之一。

时至今日，在充足电力的保障下，嘉鱼的水
产养殖也全面走向现代化。宽阔的鱼塘里，电
力引来长江水，源源不断滋养着鱼虾；鱼塘边嗡
嗡作响的增氧机，根据季节变化灵活调整功率，
为水产品打造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在长江码头
边，每天数以万斤计的水产品，经由岸电绿色轮
渡欢快地游向湖南、四川等10多个省份。目
前，嘉鱼水产年产量超7万吨，年产值更是超20
亿元。

水产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嘉鱼县用电
量迅速攀升，用电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高要求

的特点，政府和客户对可靠供电的期望更高。
嘉鱼县是我国最大的叉尾鮰鱼苗繁育基

地，年鱼苗繁育能力达30亿尾，占我国市场的
90%。每年4月底至7月，是斑点叉尾鮰的孵育
时节，国网嘉鱼县供电公司“跑山电工”主动提
前上门服务，检查线路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

“斑点叉尾鮰孵化时，鱼池的温度要保持在
22℃左右，而且要保持增氧机24小时不停运
转。如果断电超过30分钟，鱼卵就会缺氧死
亡。好在电力保障很给力。”嘉鱼县罗家桥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笑道。

除了精细化服务，严格配网停电精算式管
控和大额停电审批制度，提高不停电作业覆盖
面，是国网嘉鱼县供电公司服务嘉鱼水产的最
佳注解之一。2024年以来，已开展10千伏不停
电作业833次、0.4千伏不停电作业348次，同
比分别增长51%、70.5%。

超前服务带来的是供电可靠率的持续提升。
2023 年国网嘉鱼县供电公司供电可靠率
99.9648%、用户平均停电时长 3.0822 小时。
2024年1至10月，供电可靠率提高至99.9679%，
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压缩至2.5007小时。

电护蔬翠 产业向荣

如果说水产产业是大自然对嘉鱼人的馈
赠，那么，蔬菜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靠的则是
嘉鱼人敢拼敢试、勤于开拓的闯劲。

即便是初冬时节，一条翡翠玉带般的蔬菜
长廊，斜横在嘉鱼县潘家湾镇。连片的甘蓝满
目葱葱、叶球饱满，如同一颗颗镶嵌在田间的绿
宝石。长廊长约10公里，面积约2.7万亩，年产

绿色蔬菜21万吨。
20世纪80年代起，嘉鱼县立足气候、土壤、

灌溉条件，着手发展蔬菜产业。起初，只是小范
围人工试种，90%以上品种的种子依赖进口，迫
于国外饥饿营销手段，菜农叶祥松每每凌晨两
三点就需要去排队购买种子。

要把蔬菜芯片种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国甘蓝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智远带领
团队与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建立金
润农业合作社，在嘉鱼进行品种筛选、培育，
2018年，适宜于本土生长抗寒抗病的优质甘蓝
品种“思特丹”横空出世。

叶祥松算了一笔账：自己种植的40亩菜
地，可亩产8000斤至12000斤“思特丹”，每斤

“思特丹”可卖6毛钱，年收入约20万元左右，比
以前种植棉花翻了近10倍。

“蔬菜育秧的全过程都离不开电。”金润农
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说。金润农业合作社集育

苗、种植、加工等于一体，现有9000亩种植面
积，培育2300多个品种。

2004年，在合作社成立之初，供电公司为
其架设1台400千伏安变压器、20根电杆、10
千伏线路1.2公里。那时，菜苗为露天培育，受
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大。菜苗营养不均衡，长
相参差不齐。

随后几年，合作社陆续建设6间冷库以保
障蔬菜储藏质量，并引入水联动棚自动循环灌
水系统，将菜苗全部移至培育棚内，由电力驱动
的水泵、风机、遮阳棚，极大节约了人工成本，保
障菜苗质量。由于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原有的
变压器不能满足生产需求，2024年，国网嘉鱼
县供电公司为其新增1台200千伏安变压器，
架设8根电杆、10千伏线路500米。

至此，“思特丹”的种子从嘉鱼沿水道散播
到了武汉、上海、江苏等地，成为长江流域越冬
甘蓝主栽品种。

在电力的助力下，潘家湾镇蔬菜专业合作社
目前已有127家。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
之路的嘉鱼县，露地蔬菜、设施蔬菜、水生蔬菜三
大板块年产量约127万吨，产值超40亿元。在
蔬菜产业的带动下，2023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24432元，增幅达7.8%。

防汛共守 发展焕彩

从蔬菜长廊上空俯视，一个状如帆船的村
落镶嵌其中。一排排整体白墙黛瓦徽派样式民
居，宽阔的水泥路连村入户，目之所及，都是绿
藤、鲜花，以及色彩艳丽的手绘壁画，构成了一
幅典雅别致的乡村美景图。

这里就是嘉鱼四邑村。这个先后荣获了

“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全省新农
村建设示范点”等诸多荣誉的新农村，传统蔬菜
产业蓬勃发展，新引进的花卉产业锦上添花，
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15万元，村民人均
纯收入2.7万元，医养相结合使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是新农村发展的典范。

四邑村因村委会后面的长江大堤——四邑
公堤而得名。

四邑公堤上起嘉鱼县马鞍山，下迄江夏区凉
亭山，堤线净长56.6公里，在北宋年间由嘉鱼、咸
宁、蒲圻、江夏等四县民众一起挑土筑建起来。

千年白云苍狗，沧桑巨变，这段公堤不断被
历代人民加固翻修，至今仍保护着四县市区
1110.4平方公里内的60万人口，是鄂南长江防
汛的重要屏障。

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遭遇了严峻的自然
灾害——全流域特大洪水。洪水退去，军民一
心，与风浪搏击的不屈姿态深深烙进了这座城
市的集体记忆。

每当汛期来临，一道道堤坝上，全民皆兵
顺着连点成串的灯光寻找管涌排查隐患，哨所
彻夜通明，泵站机器轰鸣，应急发电车远程水
位监测系统数字实时闪烁，确保了长江大堤完
好无损。2024年夏季，国网嘉鱼县供电公司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支援防汛泵站变压器 6
台，架设护套线66400米，完成156处防汛哨
所通电任务，保障用电安全稳定。

嘉鱼，这座有着1700余年历史的江畔水
乡，正如一位勇敢的水手，在时代的浪潮中奋楫
逐浪，凭借着自身的历史底蕴、独特精神和创新
发展的活力，不断谱写着发展的新篇章，向着更
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行。 （夏韵星 曹露）

嘉鱼：江水悠悠 千年风华谱新篇

国网嘉鱼县供电公司“跑山电工”在田地里
检查用电设备运行情况，确保蔬菜培育用电可靠。

时至岁末，崇阳县2024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19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将在今年
内全部完工。

温馨家园安置小区建成已有15年，不仅配套设施
少，地下管网也经常出现堵塞。11月26日，在该小区
改造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小区内部道路最后的扫
尾工作。小区的主干道重新进行了整修，摊铺了沥青，
居民楼之间的地下管网也进行了更新改造。“这么好的
环境，住着让人感到很舒心！”看着焕然一新的小区新
貌，温馨家园安置小区居民汪木海感慨。

温馨家园安置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负责人熊进松
介绍，温馨家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
已经完成了90%的工程量，预计半个月左右全部完工。

在天城新都小区，因建设年代久远，过去，小区内
部路面破损严重，雨污水管道堵塞、楼面漏水等现象较
为普遍，群众改造愿望十分强烈。

“我们小区已经完成了雨污分流，也新栽了很多花
草树木，马上还要进行路面刷黑，我们对老旧小区改造
的效果很满意。”天城新都小区居民沈强宾说。

连日来，在崇阳县各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工
人们抢抓时间节点，确保工程快速推进。

崇阳县把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点民生
工程，全面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提升居住环境，积
极解决与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急难愁盼”问
题。通过改造，原本杂乱无章的车辆整齐停放在新规
划的车位上，昔日逢雨必漏的屋面墙面得到彻底整
治，外观斑驳的楼体粉刷后焕然一新。如今在崇阳县
城区，一个个老旧小区正“脱胎换骨”，焕发新活力，实
现“逆生长”。

“2024年崇阳县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9个，涉
及63个小区、15508户1329栋，目前我们正在抢抓项
目进度，确保在今年内全部完工，保证居民的生产生活
不受影响。”崇阳县房地产事务中心主任王谦介绍说。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崇阳频道 作者 甘源 李
思奕）

19个老旧小区脱胎换骨

近日，走进天门市汪场镇大兴村蔬菜大棚，工人正
在辣椒地里采摘、打包、装车……“我们种植的主要是
薄皮青椒，当前正是上市的季节，实行订单销售。”村党
支部书记李先平介绍。

近年来，大兴村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大力
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产业。李先平是大兴村人，早年在
外工作，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2016年，在村委会的力
邀下，他毅然回村，以武汉、广州等地的销售渠道为依
托，成立了李胖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
订单”的方式发展薄皮青椒种植产业。

为种植好薄皮青椒，李先平通过书本、网络等广泛
学习种植技术，到先进地方取经，积极向种植专家、能手
请教，经过努力，第一年种植辣椒就迎来了丰收。

为了提高青椒的品质和产量，他不断探索创新，建
设水肥一体化发酵池进行精准灌溉，采购专业化机械
设备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还与湖北省农科院合作，试
种了“优胜20”“玉兰椒”“俏佳人”等多个辣椒新品种。

经过不断发展，如今，合作社共有种植面积500多
亩、蔬菜大棚120余个、库房1200平方米、水肥一体化
发酵池2000立方米、专业化机械设备7台套。合作社
还搭配种植黄瓜、番茄、茄子、豆角、花菜等蔬菜。今年
7月底，仅薄皮青椒一项就实现销售500余万元，并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4.5万元。

在李先平的示范带动下，大兴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加
入种植行业，合作社免费为群众提供种植技术培训、指导，
提供就业岗位，吸引了农技种植、电商直播等人才返乡。

截至目前，合作社共带动周边90余户村民，帮扶脱
贫户26户30余人，常年提供务工岗位70余个，年人均
增收超2万元。同时，还带动蒋场、渔薪等周边乡镇种
植薄皮青椒近200亩。

（选自湖北日报客户端天门频道作者吴一篇王子威）

年人均增收超2万元

大兴村奏响致富“椒”响曲

投料、匀堆、圆筛、提升、包装
……11月29日，在宜茶集团湖北
萧氏茶业智能工厂，精制茶原料
经过智能生产线的层层加工，制
成口味清香的出口茶，即将漂洋
过海运往非洲。

“我们正在赶制非洲客商总
价值1000万元的出口茶订单，一
个月之内要发货完毕。”宜茶集团
湖北萧氏茶业商品化车间主管龚
东说。

宜昌茶年出口量6万余吨，约
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18%。“由
于缺少出口拼配和小包装生产能
力的企业，宜昌茶大多作为原材
料或者配料，通过浙江、湖南、安
徽等外贸茶业公司加工后‘出
海’，产品附加值低。”宜茶集团湖
北萧氏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昌
明坦言。

从卖原料转为卖品牌，推动
宜昌茶香飘万里。今年6月，宜茶

集团湖北萧氏茶业出口茶拼配和
小包装生产项目投产，首月就实
现了产能拉满。

“我们打通了出口茶的拼配、
包装关键环节，出货效率提升
30%，推动宜昌出口茶形成了从
初制、精制到拼配、小包装、出口
等全链条闭环。”王昌明介绍，生
产线除了服务于自营出口产品
外，还可为本地及国内出口茶商
代工。

如今，宜茶集团依托安琪集
团海外营销网络优势，产品销往
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
时，拓展本地茶叶资源优势打造
供应链核心竞争力。

“1月至10月，宜茶集团自营
出 口 茶 销 量 实 现 同 比 增 长
154%。”宜茶集团品牌营销中心
副总经理付俊鹤表示。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夷陵频
道 作者 赵璟一 杨李根 黄海月）

11月 29日上午，4辆二手
环卫车、高空作业车等专用车
从湖北凯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出发，前往格鲁吉亚波蒂港
口。这是随州市首次实现二手
专用车出口。

凯力专汽位于随州市曾都
区，是随州市今年实现出口业务
的外贸新开口企业。凯力专汽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以来，
先后派出近20批次60余人的外
贸团队走出国门，深入国际市场
学习考察、寻找商机、洽谈合
作。各类专用车产品出口到十
几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预计
可实现出口8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总经理梁俊介绍，公
司正在瞄准新能源化、智能化、
场景化、轻量化方向，全面推进
专汽产业转型升级。“我们将把
外贸出口作为主攻方向，深化
与国外合作伙伴的交流与合

作，通过打造海外仓、KD工厂
等形式，加快‘走出去’的步
伐。计划2025年外贸出口突破
3亿元。”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
体化日益加深、“一带一路”深
入推进，二手车出口业务逐渐
成为汽车出口领域新“蓝海”。
自去年起，随州市商务局抢抓

“二手车”出口政策放开机遇，
大力培育二手车出口主体，拓
展专汽出口新途径。

专汽是曾都区第一大支柱
产业。随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凯力专汽实现二
手车出口，是该市专汽出口史
上的一个新突破。商务部门将
进一步提升对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的服务保障能力，推动更多
随州专汽走向国际市场。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曾
都频道 作者 张琴 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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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专用车出口有“蓝海”
今年预计实现专汽出口8000万元

从卖原料到卖品牌
宜茶集团前10个月出口同比增长154%

房
县

11月27日，武汉柏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工厂内，缝纫车间200
余名工人各司其职，加紧生产公司
主打的护肩、护肘等电热产品。

柏凯生物成立于2007年，位
于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是湖北省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国内领
先的凝胶球冷热敷产品生产公
司。武汉工厂一期项目占地约10
亩，专业生产可重复使用的冷热敷
理疗袋、冰盒冰袋等多种理疗护理
产品，产品涉及美容、医疗、个人护
理、宠物四大行业，出口至美国、欧
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旗下拥有国际品牌“NEW-

GO”、国内品牌“速朗”等产品线。
“我们正在全力生产，有一笔

10万件的订单要加急发货到美
国。”柏凯生物武汉工厂负责人张
勇介绍，公司全员正在奋战年底
产品交付集中期，全力打好年度
收官战。

柏凯生物共有1000余家合
作伙伴，九成以上来自欧美国家，
产品供不应求。仅去年一年，公
司销售额突破1.8亿元人民币，出
口创汇2000余万美元。

在柏凯生物武汉工厂展示厅，
产品琳琅满目，不仅有冷热敷袋、冷
热敷护腰护肘等医疗产品，还有电

加热背心、电加热手套、电加热毛绒玩
具等生活用品。此外，该公司还生产
了许多美容用、宠物用等衍生产品。

张勇介绍，该公司拥有行业内
最全的产品类别，且针对身体每一
个部位，都能设计出二三十款功能
不同、形态各异的产品，“目前，国内
同类型企业约有200多家，我们市
场规模位居行业前三。”

今年以来，企业多条生产线高
速运转，更加注重研发这一核心竞
争优势，每月推出二三十种新款产
品，不断满足客户个性化的定制需
求。“订单源源不断，电热系列产品
的订单将持续到明年2月份。”

生产车间热火朝天，不远处的
二期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项目总占地
24亩，包含两栋综合楼、两栋厂房。

张勇表示，公司今年不断加大
研发和设备投入，预计年底销售额
可达到3亿元人民币，创外汇3000
万美元。“二期项目今年3月份正
式动工，我们计划在明年春节前全
部完工，春节后投产。随着公司二
期厂房的投用，公司的产值和销售
额将进一步提升，相信明年在海外
会有更大的收获！”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黄陂
频道 作者 谢聪 柯蝶 陈雷）

深耕冷热敷产品赛道
柏凯生物年出口创汇冲刺3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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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房县土城镇通省馆村食用菌产业园，当地农民正在采收黑木耳。房县黑木耳作为当地出
口创汇的主导农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37个国家和地区，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年均超过35亿元。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房县频道 作者 宋娥）

食用菌
出口创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