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群的小天鹅来到梁子湖越冬。
（湖北日报通讯员 李江伟 摄）

常德市津市市三湖公园，由梁子湖种草队施工完成。
（受访者供图）

“这里可以游玩吗？”
12月24日，梧桐湖园区磨刀矶村附近的水

草基地，一名武汉的骑行爱好者驻足问道。
“可以。”湖北水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喻建齐立即回复。
这里是梁子湖区新建的水草基地，紧邻环

湖绿道，除了种植培育水草，这里同时也承担
着水草科普、文旅游玩的功能。

今年初，梁子湖区城投公司、鄂州市属企业
昌达公司和武汉中科水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成立了湖北水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围绕
梁子湖湿地区域，投资建设了600亩的水草种植
示范性基地，并提供前期种苗和技术指导，引导
沿梁子湖排口500米范围内的池塘种植水草。
第一批水草卖出120吨，销售额52万元。

“梁子湖水域面积太大了。”喻建齐介绍，过
去，区内生态环境类整治项目需要花费千万元
向外购买适用水草，如今水草示范基地可以自
己培育。

水草需要合适的水塘培育，说服周边村民流
转自家水塘是个难事。“我们一开始是不愿意
的。”沙湾村村民刘红喜一家，是地道的渔民。依
靠鱼塘养鱼卖鱼，是一家子的主要收入来源。

肉眼可见的环境变化，让他们逐渐放下心。

“以前村庄附近全是荒地，怎么看怎么荒凉，现在完
全不一样。”刘红喜说，围绕基地建设，村子旁的荒
地全都进行了整治，许多年未见的珍稀水鸟都飞
回来了。刘红喜将自家水塘流转给水草公司，成
为基地里的一名聘用管护员。

“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它们。”站在水草基
地，顺着刘红喜手指的方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看到了成群飞翔的白鹤。

“现在附近村里有四五户农户加入了水草种
植团队。”喻建齐介绍，目前，梁子湖水草绿色产
业基地规模突破3000亩。

历经一年的摸索实践，梁子湖水草基地已渐
有名气。除了承接区内各种环境整治项目，湖北
水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也将梁子湖水草卖到了省
内其他区域。12月上旬，公司接到了监利十吨苦
草的订单，目前已完全交付。

“下一步，我们想注册‘梁湖水草’品牌。”喻
建齐认为，随着基地规模的逐渐扩大，标准化是
必经之路。

“预计到2025年底，梁子湖区水草种植面积
将不低于3万亩，到2030年底，区域内内湖大水
面以及临湖1000米范围内精养鱼池等水域实现
水草产业全覆盖。”鄂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水草规模化养殖效益渐显

这些天，“种草大王”刘水兵忙得不得了。
年底将至，一大批项目需要结算，他奔波在

武汉各个区，逐一上门核对尾款。
“给工人师傅们结工资需要500万元，我们

从不拖欠。”刘水兵是梁子湖区水兵苗木花卉开
发中心负责人，也是梁子湖较早进入水草产业的
种草能手。2015年，他与中国科学院桂建芳院
士合作，培育适合梁子湖环境的水草，移栽到梁
子湖退垸还湖区。

“那时我就知道，水草一定会是梁子湖的重
要产业。”刘水兵判断，在“两山理论”指引下，
环保领域的热点话题将会越来越多，一些水生
植物可以做到一次播种、多次收获，经济效益十
分可观。

发展水草产业，需要专业的种植队伍。让在
田里插秧的农民去湖里种草，没那么简单。刘水
兵说，靠湖生活的村民们有一定的水性，但对水草
种植完全陌生，需要手把手教。所幸，依靠水生所
的专业指导，村民逐渐摸索出种草的门道，一支60
至70人的种草队逐渐成形。

三年后，团队成员将在梁子湖基地培育出的水
草成功种到武汉东湖，在业内有了专业口碑。

“山西的伍姓湖、湖南常德的柳叶湖都是我
们种的水草！”刘水兵骄傲地说。

2021年，梁子湖里的水草锐减，“鱼草之争”
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本地水草不够了，我
们来补上。”刘水兵带领种草队，承接大量生态修
复项目，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种草队的老师傅们拿到的项目分成越来越
多，一年十几万元的工资早已不是难事。“现在
想加入种草队的村民变多了。”刘水兵说，从前
不信种草能赚钱的村民改变了想法，开始在基
地里谋些事情做。

今年，刘水兵的种草队承担着梁子湖东井内
圩水草种植项目，近8000亩的水体种上了挺水
植物、浮叶植物和沉水植物，形成一片生机勃勃
的“水下森林”。

“一年下来，基地的水草产值已经超过千
万元了。”望着湖中郁郁葱葱的水草，刘水兵自
信满满。

“种草大王”带出专业种草队

连续升温的晴天，朱海港水生植物培育基地
的候鸟变多了。

看着这些快乐的冬日精灵，赵仕法犯了难
——

“水鸟很可爱，但是太爱吃我们的水草了！”
基地里聚集着绿头鸭、红头鸟、大天鹅等珍稀水
鸟，它们吃水草，留下断草尖子，漂在水面上。“需
要立即清理打捞，不然断草腐烂会造成水污染。”
赵仕法解释说。

赵仕法是山东潍坊人。2014年，他开始接触
水草产业。7年前，他只身来到梁子湖区涂家垴镇
创办水生植物培育基地。“我打开地图一看，湖北在
中国的中心，梁子湖绵延数百平方公里，当即决定要
来看看。”赵仕法说，与水打交道多年，他一眼辨别出
这块区域是发展水草产业的新天地。

第一次来梁子湖，赵仕法便坚定了心中的想
法。“这里的水资源很好。”赵仕法当即投资种下
了800亩水草并顺利销出。

不过，他很快发现水草市场饱和得很快。“单
一销售水草不行，一定要有整体思维。”赵仕法开
始做起实验，“要看水里有多少空间适合水产养
殖，鱼虾蟹和草在什么比例下最均衡。”他一遍遍

地尝试，记录数据，并逐个分析问题，这也引起了
周边农户的注意。

“来问问题的农户很多。”赵仕法说，村民
们好奇水草卖出的价格，也关心这种水生植物
能不能养出更好的小鱼小虾。

“当然能！”赵仕法将数据与农户们分享，并
给他们解释原因——水草和虾蟹能建立起一个
完整的生物微循环，这样养出的水产品品质自然
更好。

在实验数据指导下，赵仕法开始多元经营，
他卖水草，也出售苗木，承包起了生态养殖项
目。“环境保护是一个整体，需要多方共同用力，
我们提供一部分解决方案。”赵仕法的项目如今
已发展到全国，江苏、上海、广东、广西、云贵川等
地都有水生植物培育基地工人师傅的身影。

“最高峰时，我们有150人。”赵仕法说。
历时7年的扎根，赵仕法彻底成为了一名

“新梁子湖人”。他能完整地听懂当地方言，并和
村民们打成一片，“基地一开工，他们就围过来找
事做。”

在梁子湖的青山绿水间，山东汉子找到了人
生方向。

山东汉子全国种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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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孙滨）点击鼠标，鄂州市鄂城区古楼街道任
意一栋房屋可精确至门牌号，户主身份信息、家庭成员都一一显示。

12月26日，记者从鄂州市数据局获悉，该市已完成城市数字
公共基础设施（以下简称“数公基”）平台搭建，建成城市数字模型
管理系统、编码赋码系统、“一标三实”管理系统，上图实体对象实
现100%赋码。

作为全省第二批“数公基”建设扩面城市，今年2月，鄂州正式
启动“数公基”建设，至11月份，该市全域六类基础空间数据已全
部汇聚上图，全市建筑物地址、实有房屋、实有人口、实有单位上图
率均已达到100%。

鄂州市“数公基”专班技术组负责人李薇说，平台实现跨部门
数据关联，促进业务协同，不仅能让城市管理实体都有统一的“身
份证”，也能提升全生命周期的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

“以前，我们小区有多个名字，这次进行标准地址录入后，小区有了
统一的名字，居民房产证也都明晰了。”鄂城区古楼街道一位居民说。

据介绍，随着系统平台不断完善，集成信息服务平台还可为市民
提供包括交通出行、水电燃气、社区通知、商业信息在内的多种便利
服务。未来，一座桥、一个井盖、一盏路灯、哪怕一个垃圾桶，都会拥
有自己的“身份证”。

当前，鄂州市围绕花湖机场、武汉新城两大省级战略，正依托
“数公基”平台建设成果，积极打造花湖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平台、武
汉新城鄂州片区招商电子沙盘、大财政体系三资监管应用、通信信
号覆盖分析应用等13项在全省有影响的特色应用场景，打造全省

“数公基”标杆城市。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方家煌）鄂城区司法局近日通
报，今年1到10月，鄂城区各级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活动
1299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256起，调解成功1219起，调解成功
率97%。

今年10月24日，56岁的张某在参加群众文体活动时意外身
亡，其家属诉至古楼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活动赞助方给予
巨额赔偿。鄂城区和天下调解中心调解员采取“背靠背”“面对
面”的方式，进行了5天9场耐心细致的调解。10月29日，在鄂
城区古楼街道人民调解室，张某某家属与区某助老中心经过调
解达成协议，双方握手言和。

鄂城区和天下调解中心是鄂城区司法局孵化培育的社会组
织，邀请了17名政法系统退休人员和法学专业人士加入，今年2
月挂牌成立，7月开始参与调解工作，至今年12月共受理人民调
解案件35件，成功率100%。

“孵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多元化解社会矛盾
纠纷的一个新尝试，此举也是鄂城区司法局打造“枫桥经验”鄂城
新模式的创举。”鄂城区司法局局长朱文昌说，在矛盾纠纷化解中
坚持调解走在前面，坚持调解员回避制、公开制。在日常管理中，
该局制定了培训、考核等一系列制度，制定了各级书记带头调解定
任务、调解员主动和被申请接案调解、调解员“见事就管”等制度。
此举减少了社会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葛旭颖）12月 25日，中部现
代物流产业互联中心项目在鄂州开工。该项目将依托花湖国
际机场和三江港一流水运口岸，为华中地区搭建数字化航空
物流平台。

项目选址原鄂州市气门挺杆厂塘角头地块，占地约10亩。该
厂改制后，破产清算期间一直闲置。“抢抓鄂州创建中国快递物流
之都的机遇，我们投资盘活这块闲置资产。”鄂州市工贸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周益波介绍，利用鄂州是国家多式联运试点城市的独
特优势，通过信息技术整合现有物流平台资源打造专业化服务平
台，全流程解决现有物流行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有效降低
物流成本，赋能物流企业深度融入供应链体系，助力花湖国际自由
贸易航空港建设。

花湖国际机场开航两年来，已累计开通货运航线85条，其中，
国内货运航线55条，国际货运航线30条，形成覆盖亚洲、联通欧
美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航空货运网络，年货邮吞吐量突破
10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

一类水运口岸三江港综合码头货物吞吐量超720万吨，同比增
长41.5%；集装箱吞吐量达5.2万标箱，同比增长125.7%；铁水联运
集装箱吞吐量达1.4万标箱，同比增长171.4%。钢材、铁矿石、进口
粮食“散改集”等铁水联运示范线路开通运营。冷链物流基地入选
全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鹏、通讯员戴天凤）截至11月，中国银行
鄂州分行各项贷款余额151.02亿元，较年初新增26.28亿元，贷款
增幅21.07%。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鄂州分行抢抓“花湖国际机场”和“武
汉新城”两大省级战略机遇，加大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授信支
持，贷款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

在支持花湖国际机场建设方面，自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与
鄂州市人民政府签订《支持花湖国际自由贸易航空港建设合作
备忘录》以来，鄂州分行累计服务外汇外贸企业100余户，目前
已成为鄂州市临空区域外汇业务首选银行。截至11月末，该行
国际贸易结算业务量、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结售汇业务量分别为
1.31亿美元、4.67亿元、2.1亿美元，业务规模市场同业领先；为临
空经济区内企业累计投放贷款近20亿元，全力支持花湖机场打
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

在服务武汉新城建设方面，该行加大对“光芯屏端网”、新能源
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授信支持，积极赋能新质生产力发
展。截至11月底，科技金融贷款余额43.83亿元，较年初新增
22.47亿元，增幅105%。

在支农助小扶微方面，中国银行鄂州分行扎实做好“普惠
金融”大文章，截至11月底，全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17.12 亿
元，较年初新增6.68亿元，增幅63.98%；普惠客户1750户，较年
初新增809户，增幅85.97%。

鄂州建设全省
“数公基”标杆城市

鄂城社会组织
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调解成功率97%

中部现代物流产业
互联中心项目开工

中国银行鄂州分行
贷款余额首破150亿元

2万亩水草 畅销省内外

梁子湖点草成“金”
梁子湖的“过冬团队”又上新了！

11月底，在湖北省第七届林业系统职工观鸟比赛中，有着"鸟中国

宝”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梁子湖被参赛队员

记录到。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梁子湖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借

助这一“东风”，梁子湖水草产业渐成规模，一批优质的水草企业旺盛生

长，一支专业的种草队伍逐渐壮大。截至目前，梁子湖全域累计种草超

过2万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楚 通讯员 刘东 章雨 周敏

磨刀矶湿地公园。（湖北日报通讯员 周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