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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然
通讯员 陈雪莹 金梦梅

新年伊始，武汉市紫薇田园综合体的
生态稻田里，已播撒了紫云英的种子。春
回大地，稻田将化身一片花海。进入四月
后，落花化作尘泥，植株腐解，成为水稻生
长的绝佳绿肥。

春赏花、秋收谷，吸引城里人来体验
农耕文化，集合生态稻田种养、旅游研学
科普等功能，华中地区首个“水稻公园”已
雏形初现。通过“公司+村+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武汉紫薇文旅集团将散乱的
近3000亩土地统一流转、统一规划、统一
打造、统一运营，整治田埂、沟渠、滩涂，可
耕作面积提升约20%，将撂荒耕地建成高
标准的生态稻田。

紫薇田园综合体所在的长江新区仓
埠街，毗邻武湖水系，生态优良、水质良
好、水源充足。紫薇生态稻田“小田变大
田”后，引入优质水稻品种，采用“稻鱼虾
鸭”共生互利的农业生态复合种养新模

式，实现综合增收50%以上。同时，武汉
紫薇文旅集团联合汪坡村村集体，建立了
现代化水稻烘干仓储加工中心，打造“武
湖”大米品牌，年产量超200万斤，有效提
升了本地农产品附加值。

生态稻田只是紫薇田园综合体其中
的一块“拼图”。2021年7月，紫薇田园综
合体被批准为国家级建设试点，成为湖北
省唯一的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

1月7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紫薇
都市田园景区里看到，一排排用紫薇花枝
干编制而成的百家姓景观，既创意独特，
又兼具文化内涵。在“半日农夫”“我是小
木匠”“小小渔夫”等研学课堂，孩子们可
以割稻谷、学手工、抓活鱼；花朝海棠文化
艺术节、开犁节、农民丰收节等特色农旅
活动，一年四季轮番上演，吸引了不少武
汉及周边城市游客休闲体验。高峰期，一
天有近五千名学生来研学游玩。

企业发展劲头更足，村民的“钱袋子”
更鼓。武汉紫薇文旅集团创始人袁惠文
介绍，在紫薇田园综合体建设过程中，项

目区域内的7个行政村成立了土地股份
合作社，350多户农民自愿入股，统一经
营管理，盘活闲置土地，同时还成立了劳
务合作社、机械合作社，农民每亩土地的
年纯收入增加400余元，村集体年收入增
加22万元。

家门口有了“摇钱树”，许多村民也选
择就地打工。村民袁大双此前靠种地为
生，如今他成了紫薇都市田园后勤保障部
工人，负责景区树木修剪、维护，不仅有工
资收入，还能获得土地流转收入，年纯收
入增加了2万元。据统计，紫薇都市田园
每年提供就业岗位600余个，带动周边农
户共同富裕。

“一产做靓，二产做强，三产做大，打
造‘三产’融合新样板。”袁惠文表示，将继
续探索“稻田＋”产业模式，拟成立紫云英
产业研究院，结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打
造低脂低糖的“武湖”生态功能性良米系
列，推进“农业+旅游研学”深度融合，计
划引进气雾栽培技术立体化种植番茄，打
造数字化智能化农业园区和植物工厂。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罗婉婷

太阳初升，仙桃汉江堤顶绿道被薄雾轻裹。
晨跑爱好者们身着轻便装、脚踩跑步鞋，步伐轻盈
地踏上绿道。

“这条绿道是我最爱打卡的地方，每一步都像
是踩在画里。跑道的脚感也很好，挺适合慢跑。”
仙桃城区居民周瑞坚持跑步多年，一天不跑，浑身
都不舒服。

汉江堤顶绿道在去年建成，颜值高、光线好，一
投用就成为网红打卡地。汤汤的汉江水、葱茏的绿
植、诗画般的田园风景吸引众多居民跑步健身、漫步
休闲，人们尽享绿道之变带来的“精神快充”。

“真没想到，绿道修到了家门口，我们的生活
跟城里没两样。”饭后，家住仙桃陈场镇姚嘴小集
镇的唐方兵和家人出门散步，抬脚就能走上绿道，
享受实实在在的“绿色福利”。

城区绿道环绕，乡镇推窗见绿。去年，仙桃建
成城乡绿道超过50公里。其中，城区新增汉江堤
顶、黄金大道西段、新三中朝阳校区片区等12条绿
道，总长26.3公里；乡镇完成长埫口大福小集镇、
陈场姚嘴小集镇等20条绿道，总长27.87公里。

这些天，仙桃梅湖绿道的游人多了起来。午
后温暖的阳光，照耀在挺立的水杉上，光影相随、
色彩斑斓。不少居民选择来到这片天然氧吧，遛
娃骑行，休闲小憩。“天气好就来走一走，带着孩子
亲近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居民张女士一边拍
照，一边分享美景。

“安全免费、设施完善、环境优越，让市民有满
满的体验感和幸福感。”仙桃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城建科负责人杨帆说，绿道的建设有门道。仙桃
结合城市特点，绿道沿河、沿湖、沿路，串联起街
区、公园、社区、大型公共场所。路线随弯就弯，减
少对行道树、桥、路的影响，七彩颜色的用心设计
缓解了人们的视觉疲劳。

在仙桃，梅湖绿道、仙下河绿道、丝宝路绿道、
汪洲河绿道、电排河绿道、流潭公园绿道等串起城
乡居民诗意生活。今年，仙桃城区梧桐大道、汉江
路辅道两处绿道已开工，城乡绿道有望再增加50
公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一苇
通讯员 肖宏昊

1月8日，午后的阳光洒在天门市多祥镇陈
洲村的80米光伏长廊上，老人们坐在廊下悠闲地
下棋唠嗑。长廊旁有一家超市，老板熊四姣麻利
地招呼完顾客，带着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上了三层
楼。屋顶上架着约200平方米的光伏板，去年，
光伏板带给她全家6000多元的收入。

2023年底，天门跻身全国首批15个农村能
源革命县级试点，加快农村地区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陈洲村是当地建设的首个农村能源革命示范
村。天门市政府与国家电投湖北公司成立联合
指挥部，合力推进试点建设。试点的一项重要内
容，便是利用村民家的房顶建设屋顶光伏，熊四
姣家是陈洲村第一户装上屋顶光伏的。

为啥这么爽快就接受了新事物？“几年前我
看电视，里面播一家公司为居民建光伏房屋。”熊
四姣回忆起当时的那种憧憬，“那时我还不懂光
伏是啥，只知道能发电，是个好东西，还寻思什么
时候我能用上就好了。”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很快——国家电投湖北公
司在村里建设屋顶光伏，村民不用出钱，反而可以
收取租金，光伏发电直接上网。熊四姣家中人多，
老两口有房，两个儿子也各有住房，索性将全家房
顶都装上了光伏板，100多块光伏板每年可发电6
万千瓦时，全家每年“躺赚”6000多元租金收入。

看到熊四姣试水成功，很多村民纷纷来打听
情况，一些人很快效仿。“目前全村有17户村民以
及村委会屋顶安装了屋顶光伏，外加光伏长廊、
光伏停车棚等，陈洲村光伏装机达到了0.55兆
瓦。”国家电投湖北公司绿乡新能源公司基建生
产部电器主管朱威介绍。村庄环境有了改善，村
民和村集体的收入也提高了。

硬件多了，服务也要跟上。天门市政府联合
国网天门供电公司工业园供电所和国家电投湖北
公司绿乡新能源公司建立了多祥镇乡村能源站，
该站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这里既提供新能源保障
服务，也承担着普及新能源知识的任务。”供电所
副所长胡阳说。

随着农村能源革命的深入，多祥镇周边修起
了渔光互补发电项目、风电项目、储能项目等设
施。未来，陈洲村还将实现长时间100%新能源
独立供电。

自家屋顶一年
发了6万度电

陈洲村熊四姣过上了“电视里的生活”

仙桃50公里绿道
串起城乡

3000亩零散土地统一运营

华中首个“水稻公园”雏形初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杨蓓 熊立水

1月7日上午9时，华中
最大的“菜篮子”——孝感首
衡城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一辆荆州牌照的小货车
停在仁源蔬菜商行门前，来
自监利的采购商老朱径直走
进档口，拿起一把藜蒿，掐了
掐根部。“精品，又粗又嫩！”
商行老板刘近星一看是老顾
客，连忙迎上前。老朱点点
头：“来8件！”刘近星飞速开
单、搬货、装车。

“腊月是藜蒿销售旺季，
每天要销五六千斤。”这个季
节，刘近星专营云梦白水湖
藜蒿，“进了首衡城，根本不
愁卖。”

刘近星来自云梦县下辛
店镇白水湖村，是仁源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一
名90后“农二代”。他跟着
父亲种植藜蒿200亩，带动
全村发展藜蒿 2000 余亩。
2023年11月，首衡城落户孝
感，刘近星租下一个档口，走
上产加销“一条龙”的路子。

起初，云梦藜蒿销得并
不如意。仁源蔬菜商行隔
壁，是一家专营阳新藜蒿的
档口，每天门庭若市。相比
之下，自家生意冷清了不少。

很快，刘近星找到症结：
自家藜蒿粗细不均，有的掐
根老得掐不动，有的一掐嫩
出水，参差不齐。“在首衡
城，果蔬走大宗批发，必须
是标准菜、标准果才好卖。”
刘近星解释，所谓“标准”，
指果蔬的个头、色泽、品质
等都要一致。

“这就是精品，每斤批发
价8.5元—9元。”说着，刘近星打开一箱藜蒿，只
见杆茎粗细均匀，叶子剔得一般齐，仅剩“三叶一
芯”。还有择好的净蒿，每斤售价10元以上。

“走，去我的基地，看看精品菜怎么产出来
的！”刘近星盛情相邀。

20分钟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抵达白水湖
村。村路两旁，一排排蔬菜大棚鳞次栉比，棚内的
藜蒿郁郁葱葱，散发着独特的清香。

刘近星有200多个大棚，全部种的藜蒿。父
亲刘六元是当地的藜蒿种植“老手”，如何整地、扦
插、覆膜、施肥、采收等，摸索出一套“标准动作”。
藜蒿就像韭菜，割一茬还能再长，按标准种植，茬
茬严丝合缝，从每年8月中旬到翌年春天可采收
四茬。不仅如此，父子俩更新标准化大棚、硬化田
间路，提档升级种植基地，打造精品菜园。

加工亦不能“掉链子”。在田间，几位村民娴
熟地给藜蒿剔叶、打捆、装筐。运往合作社后，藜
蒿还要修整一番，去根、择叶，洗个“清水澡”，然后
晾干、装箱、加冰。合作社还专门添置制冰设备，
为藜蒿保鲜。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白水湖藜蒿进入首衡城
后俏销，采购商络绎不绝，一个月能销200万元。
200余户村民跟着合作社种藜蒿，亩均纯收入上
万元。白水湖村藜蒿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年产值近亿元。

“咱们的藜蒿名气打出去后，2000多亩不够
卖呢！”眼下，刘近星瞅准了湖区的一大片黑泥巴
地，土壤肥沃，很适合种藜蒿，决定今年带领村民
扩大种植面积。

据云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办主任李荃
玲介绍，云梦是蔬菜大县，全县种植蔬菜30余万
亩。为了搭乘“首衡快车”，该县围绕蔬菜规模化、
标准化、设施化、绿色化生产，探索蔬菜种植、采收
储藏、加工包装等全环节标准化，成立蔬菜产业协
会，组建蔬菜营销服务公司，畅通流通渠道。目
前，8家经营主体入驻首衡城，让云梦的藜蒿、萝
卜、花包菜等时令蔬菜热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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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祝兆林
通讯员 刘俊 陈月林

1月7日16时许，云上牧歌（南漳）国
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上牧
歌”）挤奶车间，转盘自动挤奶机缓缓转
动，80头奶牛井然有序地站在各自工位
上，一圈转完，挤奶完成。

该公司执行董事陈文介绍，牧场共引
进澳洲奶牛4500头，千余头已繁育小牛
并开始产奶，日产鲜奶30余吨，连夜送到
武汉的蒙牛工厂。

云上牧歌于2022年7月落户南漳县
九集镇，是华中地区养殖规模最大、智能化
程度最高的奶牛养殖及乳制品加工基地。

宽敞通风的牛舍，风扇、喷淋系统一

应俱全，奶牛悠闲地吃着草料，自动清理
牛粪设备不间断来回清扫，活动区看上去
很干净。每头奶牛还佩戴了脖环和耳标，
实时监控健康状况。

“睡的水床2600元一张。”陈文说，奶
牛繁育采用国际先进的胚胎移植和性控
技术，繁育出的小牛全是母牛。

云上牧歌“牛”的不仅是科技智能化，
还有其强大的产业带动力。

一头奶牛一年需要3.5亩草料供给，
云上牧歌流转农民土地3万余亩，再包租
给合作社种草，技术指导+订单化收购，
带动周边3000余农户致富增收。

南漳县九集镇尤岗村村民刘安保，将
家里16亩农田流转给云上牧歌，随后与6
户村民成立合作社，承包云上牧歌1900

亩地种植牧草。
“16亩土地流转费每年有近万元，承

包种草每年可分红20万元，比外出打工
强多了。”刘安保笑着说。

南漳县九集镇畜牧特产服务中心主
任雷平介绍，云上牧歌为村民带来了三笔
收益。流转土地每亩可获得 500 元至
800元；在公司打工或合作社打工，月收
入2000多元；承包公司土地种牧草，不愁
销路，收益较为稳妥。

去年12月，南漳云上牧歌鲜奶上市，
形成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产业链。陈
文表示，今年，公司将达到万头奶牛养殖
规模，带动青贮饲料种植、饲料加工、光伏
发电、乳制品加工等十大产业发展，助力
更多农民增收。

引进澳洲奶牛4500头，日产鲜奶30余吨

云上牧歌带动农户
把一棵草变成一杯奶

南漳县云上牧歌万头奶牛智慧产业园里，4500头澳大利亚进口的荷斯坦奶牛在吃鲜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刘俊 陈月林 摄）

跑步爱好者奔跑在绿道上。
（湖北日报通讯员 刘春迎 摄）

在孝感首衡城蔬菜交易中心，专营云梦白水
湖藜蒿的商行老板刘近星在档口清点准备装车
的藜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