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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观察

蛋壳果蔬净、溶菌酶漱口水、蛋膜

多肽、婴儿护臀膏……12月21日，走进

位于京山的湖北神地农业科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神地公司”），一款款从鸡

蛋中“拆”出的新产品，令人惊叹不已。

神地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20年来，公司围绕一枚蛋，

依靠科技研发，成功开发出 20 余种新

产品，实现年产值4.8亿元。

蛋壳变果蔬净、蛋膜变保健品，院士团队接力——

20年“打开”一枚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通讯员 阮馨瑶

废弃的露天矿坑，常被喻为大自然的
“伤疤”，不仅影响自然景观，还潜藏安全隐
患；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作为工
业废弃物，传统堆存方式既占用土地资源又
带来环境风险。荆门市采取创新举措，将经
过无害化处理的磷石膏用于废弃矿坑修复，
实现生态修复与磷石膏综合利用双赢。

无害化磷石膏复绿“伤疤”矿山

12月25日，东宝区子陵铺镇矮子沟废
弃矿坑现场，经过处理的无害化磷石膏正在
往矿坑中填埋，这是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磷石膏综合利用领域的新探索，也
是荆门市首个无害化磷石膏用于露天矿坑
生态修复试点项目。

荆门市自去年起探索无害化磷石膏用
于废弃矿坑生态修复工作。矮子沟采石场
自2010年开采至2018年废弃，留下两个深
百米的矿坑，该工程将对矿坑边坡进行治
理、清理危岩，并建设拦挡坝形成“口袋”。
矿坑填埋无害化磷石膏之后，表面再进行绿
化，形成绿地。

“用于矿坑填埋的磷石膏经过‘水洗+
中和’技术工艺无害化处理，并进行了矿坑
及边坡防渗、矿区防洪设施构筑、回填体渗
滤液处理、安全及环境影响监测等技术处
理，确保了项目的安全性和环保性。”项目责
任主体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维峰介绍。

2023年6月，东宝区政府批准同意新
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辖区内矮子
沟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试点工作。该项
目预计实施周期3年，企业自主投资7500
万元，修复面积7.72公顷，可消纳磷石膏
200余万吨。

“今年3月，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磷石
膏综合利用行动方案》，鼓励扩大磷石膏在
露天矿坑回填、井下充填、地下采空区充填
等领域的综合利用规模，这更加坚定了我们
的信心。”李维峰表示，除该项目外，公司正
积极寻找新的矿坑填埋机会，以提高磷石膏
的综合利用率。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
国磷复肥龙头企业，仅石桥驿生产基地每年
产出的磷石膏就达85万吨。自2018年以
来，公司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研发磷石膏
的综合利用，目前已将其应用于水泥缓凝
剂、建筑建材、路基材料、土壤改良等多个领
域，走在行业前列。

计划3年修复158座废弃矿山

12月7日，《无害化磷石膏综合利用露
天矿山生态修复全过程环境监管规范》荆门
市地方标准正式实施，这是湖北省首个关于
无害化磷石膏在矿山修复领域应用的地方
标准。

荆门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该标准旨
在规范无害化磷石膏在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过程中的应用，确保环境安全和生态修复效
果。在这一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新洋丰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
不仅参与试验工作，还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
持。”

经摸排，荆门市共有13家磷石膏产生
企业，2023年全年新产生磷石膏509万吨，
综合利用磷石膏352万吨，仍有157万吨磷
石膏未得到综合利用，以磷石膏库露天堆存
为主。磷石膏经过无害化处理，制备生态修
复、回填材料，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前提下，
进行工程化应用和推广，不仅可以达到生态
修复的目的，提高土地利用率，还拓宽了磷
石膏综合利用渠道，实现双赢。

地方标准确定后，荆门市将全力推进矿
山生态修复工作，为每一座废弃矿山量身打
造生态修复方案和县域整体推进实施措施，
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158座废弃矿山的生
态修复，预计治理总面积980.36公顷，实现
该市生态系统的复苏与重建，为全省矿山生
态修复工作树立新标杆。

荆门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地方标准
的实施，不仅为无害化磷石膏的应用提供了
明确的技术指导和规范，还为企业在矿山生
态修复项目中提供了可操作的环保指南。
这有助于提高修复工程的效率和质量，同时
降低环境风险，推动荆门市乃至湖北省的磷
石膏资源化利用和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向更
高水平发展。”

200万吨无害化磷石膏
将填进废弃矿坑

荆门用工厂垃圾修复“大自然的伤疤”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员焦强）
“公司没有申请，政府直接奖了我们30万
元。”12月10日，谈起这笔“意外之财”，湖
北小乐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欣
喜不已。

不久前，该公司获得湖北省“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称号，依据荆门相关政策，要
对企业进行奖补。因该奖补条款已纳入荆
门市“免申即享”政策清单，企业无需申请，

就可获得奖补资金30万元。
为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企业申请程序，

荆门市2022年起开始实行“免申即享”模
式，即企业无需申请，政策主管部门收到上
级认定文件后，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
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财政部门收到申
请后 3个工作日内将政策资金兑现给企
业。该模式实施以来，荆门累计兑现政策资
金2.88亿元，惠及企业2000多家。

荆门“免申即享”兑现政策资金近3亿元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员王琛）
12月23日，“钟祥蟠龙菜”区域公用品牌正
式发布。这标志着蟠龙菜这一具有深厚历
史底蕴的钟祥传统美食，拥有了代表其独特
品质与地域文化的全新品牌标识。

发布“钟祥蟠龙菜”区域公用品牌，旨在
整合区域资源，打造统一且具有影响力的品
牌形象，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向标准化、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发布会上，主办方详细解

读了“钟祥蟠龙菜”区域公用品牌的标识设
计与丰富内涵，并发布品牌管理章程及蟠龙
菜加工团体标准，确保品牌的规范化运营与
产品质量的稳定提升。

钟祥作为蟠龙菜的发源地，目前已有
50多家生产经营企业，其中20余家拥有注
册商标，年产值达1.5亿元。随着区域公用
品牌的发布，钟祥蟠龙菜将以全新形象推向
更广阔的市场。

“钟祥蟠龙菜”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诗秋、通讯员彭迎
兵、寇晶晶）12月20日，荆门市东宝区在广
州举办2024年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双
招双引”推介会，成功签约12个项目，总投
资额达110.5亿元。

签约项目涵盖高性能复合集流体材料
制造、光储系统集成、储能超级电站、循环经
济产业园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东宝区紧跟湖北省“光芯屏端
网”万亿产业集群步伐，积极引进行业领军

企业，电子信息产业园的泛半导体产业逐渐
形成规模。2023年东宝区就签约浙江亚芯
微电子、深圳欣代光电等重点项目，促进泛
半导体产业的集群发展。

东宝区委副书记、区长董勇表示，东宝区
凭借电子信息、绿色建材、绿色磷化工三大产
业优势，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理想承接地。
随着荆荆高铁的开通，东宝区正加速新青年
城市建设，积极打造投资和居住的热土，诚邀
各界人士成为东宝发展的“合伙人”。

东宝区“双招双引”揽110亿元大单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员饶文
慧、刘伟峙）12月 25日，随着湖北梦围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小滨成功
申领营业执照，荆门市第50万户经营主
体就此诞生。

从主体类型看，荆门市经营主体结构趋
优向好，50.03 万户经营主体中，企业有
14.45万户，占比28.88%，高出全省0.24个
百分点。企业总量在全省由去年年底的第
十提升至第五。

从行业分布看，荆门市经营主体呈现出
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劲的

发展势头。传统优势行业如批发零售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持续增长，分别增长
52.56%、16.53%；信息技术、科学技术等新
兴产业，分别增长33.68%、47.47%。这些
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为荆门经济注入新的
活力，也为当地就业创造了更多机会。

近年来，荆门市特别注重对中小企业
的扶持，通过设立创业基地、提供创业指导
服务等，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同时简化
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成本、提供税收优
惠等措施，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的投资
者。

荆门市经营主体突破50万户

自动化设备将鸡蛋打开，分离蛋清和蛋黄。蛋清被收集并进一步加工，以提取其中溶菌酶。

蛋壳果蔬净
一年“洗”出4000万元

家家户户随手一丢的鸡蛋壳，在神地公
司，却是“掘金利器”。

“公司研发的蛋壳果蔬净，填补国内相关
产品空白，年销售4000多万元。”公司副总经
理邹敏介绍，鸡蛋壳是天然的绿色钙源，具有
杀菌、消毒、去污等作用。2021年，公司创新
工艺，通过20多道工序，从蛋壳中提取出高
吸附性、天然蛋壳活性钙颗粒，再与玉米提取
物、胶岭石复配，生产出蛋壳果蔬净，可有效
去除果蔬表面农残、果蜡等7种有害物。

邹敏说，蛋壳中碳酸钙具有吸附性，蛋壳
果蔬净可轻松清洗掉水果蔬菜表面的粉尘、
虫卵、细菌等。家里常吃的花菜较难清洗，但
倒入2克蛋壳果蔬净，浸泡5分钟，即可清除
99%以上的农药残留、细菌、重金属、人工色
素等有害成分。因碳酸钙呈碱性，蛋壳果蔬
净还可中和果蔬中的农药残留。这种纯物理
清洁方式，不会破坏果蔬营养，也不会产生污
染，绿色健康。

神地公司每年产生蛋壳废弃物约3000
吨，为利用好这些蛋壳，公司两条蛋壳果蔬净
新生产线正加快建设，预计明年5月建成。

蛋壳膜是蛋壳内的一层白膜，有“凤凰
衣”之称，具有润肺、接骨、止咳等功效。公司
董事长杨砚介绍，将蛋壳膜生物酶解后，利用
其丰富的营养功效，生产出骨关节保健品、对
膝盖滑膜炎、关节积液有明显功效；生产的可
解酒护肝的畅饮小肽、抗衰驻颜的蛋膜胶原
蛋白肽等产品也陆续投入市场。

此外，公司还利用蛋壳膜开发出健骨补
肽的蛋膜肽固体饮料、宠物健骨产品蛋膜肽
软骨素等产品，将废弃物蛋壳吃干榨尽。

废蛋做饲料
年入上亿元

2004年，45岁的公务员杨砚下海创办神
地公司，在京山钱场镇舒岭村开展蛋鸡标准
化养殖。短短几年，该村就发展成“湖北蛋鸡
第一村”。

鸡蛋主要进商超，利润低，抗风险能力
差。2009年公司投资上亿元，引进国外先进
设备和工艺，开展禽蛋深加工，生产蛋清粉、
蛋黄粉、全蛋粉、蛋清液等系列产品。2010
年，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湖北首家做蛋粉蛋
液加工的企业。

“蛋粉蛋液等系列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邹敏介绍，过去做蛋糕烘焙主要用鲜蛋，不太
方便，直接用公司生产的成品蛋粉蛋液，省时
省工，公司与仟吉、奇思达等大型蛋糕企业签
约，产品销路也迅速打开。如今，公司蛋粉蛋
液产品远销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年销售
额超2亿元。

蛋清中的溶菌酶有“软黄金”之称，具有
消炎止血、促进伤口愈合等医用价值。公司
历时3年，通过分离、超滤、冷冻、干燥等技术，
成功从蛋清中提取溶菌酶，进而开发出具有
消炎止痛功效的牙膏、漱口水等产品，深受市
场欢迎。目前，生物溶菌酶牙膏已卖到30元
一支。

鲜蛋销往商超，每年退回大量散黄蛋和
超过保质期的蛋。从农户家收购鲜蛋，约有
5%的次品。这些蛋直接丢掉，既浪费又可
惜。

2016年，公司上马饲料蛋粉生产线，年产
多功能饲料蛋粉2000吨。目前，神地公司利
用废弃蛋加工而成的饲料蛋粉，年产值过亿
元。

3院士团队接力
开发出20多个新产品

蛋壳、蛋膜、废弃蛋变废为宝的背后，是
院士团队的科技加持。在神地公司展厅，李
德发、吴常信、康相涛等院士工作站站牌十分
显眼。

邹敏介绍，废弃蛋变饲料蛋粉，年产值过
亿元，背后是中国农业大学李德发院士团队
的长期研发。在院士团队支持下，废弃蛋被
加工成蛋粉，广泛用于仔猪饲料、宠物猫、宠
物狗的饲料原料。

年销4000多万元的蛋壳果蔬净，背后是
华中农业大学马美湖教授团队发现蛋壳富含

生物活性钙，清除果蔬表面的病毒和农药残
留效果非常好，并通过校企合作实现产业化。

“用蛋膜开发蛋膜肽产品的关键，是用工
业手段分离蛋壳蛋膜。”杨砚说，人工分离蛋
壳蛋膜，效率低成本高，公司与华中农大王树
才教授团队合作，成功研发出机械，解决了蛋
膜利用关键堵点。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荆门黑羽绿
壳蛋鸡是国内唯一具有黑羽毛、产绿壳蛋、白
皮肤的肉蛋兼用型地方鸡品种，主要分布于
京山，其所产鸡蛋俗称“月子蛋”。

如何让这一地方特色品种发挥效益？
2014年，神地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吴常信院士
团队合作，成立工作站，成功开发出富硒黑羽

绿壳鸡蛋，同时选育提纯黑羽绿壳蛋鸡。
2018年，荆门黑羽绿壳蛋鸡入选国家级畜禽
遗传资源目录，这也是国内唯一具有黑羽毛、
白皮肤、产绿壳蛋的肉蛋兼用型地方鸡品种。

邹敏介绍，目前国内鸡苗主要由国外进
口，为加快选育本土鸡苗，公司正与中国工程
院康相涛院士团队合作，进一步对荆门黑羽
绿壳蛋鸡进行选育，提升其产蛋率，拉长产蛋
周期，提高抗病害能力，进而选育本土鸡苗。
未来，卖鸡苗将成为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

近年来，神地公司累计投入科研经费
4000多万元，先后与中国农大、华中农大、武
汉轻工大、省农科院等单位合作，围绕一枚
蛋，累计开发新产品20多种。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祝华
通讯员 成丽平 余舟

鲜 鸡
蛋整齐地
排列在传
送带上，经
过一系列
清洗和消
毒工序。

依 靠
科技研发，
废弃蛋壳
吃干榨尽，
开发出 20
余种新产
品，深受市
场欢迎。

（本栏图片均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