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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

安陆，湖北孝感市下辖县级市，诗仙
李白曾寓家安陆、十年求索，并写下“桃
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千古
名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及
湖北强县工程的纵深推进，安陆抢抓机
遇，以县域为单元统筹城乡发展，促进
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
共同发展。

每逢节假日，安陆乡村“热辣滚
烫”，走李白路、读李白诗、登白兆山，围
炉煮茶、集市庙会，伍欣甸园摘蓝莓、盛
世闻樱赏百花……安陆乡村节目花样
繁多，已渐渐成为城市居民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

快递进村全面覆盖，“土货
山货”直达城里

“游白兆山，赏李白诗，吃袁畈辣
椒”，这个春天，位于白兆山脚下的安陆
市烟店镇袁畈村更“红”了。

距离李白文化旅游区不到 1 公里为
袁畈村提供了“引流”的可能。但最先让
这个村“红”起来的不是旅游，而是辣
椒。因该村气候、土壤条件独特，特别适
宜种植辣椒。袁畈村的辣椒好吃，辣椒
酱也美味，但怎样让更多城里人尝到？
村里成立了美乡辣椒合作社，村“两委”
干部带头当起主播，在线上销售合作社
的辣椒酱。“这些土货在电商平台卖得还
很俏，每瓶 12 元，第一年就卖了 2 万多
瓶，比线下卖得都好。”安陆市烟店镇党
委副书记刘海涛说。尝到甜头后，直播
卖货的方式在安陆不胫而走，但如何降
低物流成本和提高发货速度等问题也随
之出现。

2023 年，安陆市邮政公司与“三通
一达”等 8 家民营快递企业统一签订代
投协议，实现“一网共享”，全市共开通 5

条邮路，配备 33台投递车，安陆全市 227
个行政村实现网点全覆盖。“邮快合作
快递每日 7 点 40 分在安陆市寄递物流
共配中心集中开始分拣，10点 30分拣完
后由安陆市邮政代投，当天 14 点 30 分
到村，上行件当日寄出。”中国邮政安陆
分公司总经理黄东宏说。在安陆市寄
递物流供配中心，记者看到，364 格口环
形自动分拣机正在运转，一件件快递落
入标有村名、小区名的格口。“自动分拣
机每小时可分拣 1.8 万件，日峰值可达 8
万件。”黄东宏介绍，“我们将分拣体系
提档升级，所有快递在共配中心完成分
拣后将直达各村。”快递进村后，邮件
上、下行时间分别缩短 8 小时、2 小时以
上，代投费也由每件 0.7 元降到 0.5 元，
下行件送达时间不超过 1 天，出村上行
件当天可发往全国。

物流的改善直接带动了城乡商品
交易。从年初开始，安陆市烟店镇袁畈
村的辣椒合作社就一直忙个不停。村
民们将辣椒酱称重、封箱，打出快递单，
安陆的“土货山货”登上了去往全国各
地的“快车”。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安
陆市进村与出村快递总量增长 67%，其
中进村快递同比增长 68.4%，出村快递
同比增长 49.1%。

田园城乡互融共享，追寻
“乡愁”何需远行

春和景明，行走在安陆市接官乡颛
庙村，青山绿水间，一垄垄共享菜园经过
精心培育，愈加生机勃发。“这些菜地原
来是荒地，去年被市民认领后，开发成了
共享菜园。”颛庙村党支部书记陈万军告
诉记者，共享菜园的品种和生产要求由
认领的市民提出，日常田间管理由村里
负责，既满足了市民的菜园梦，也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

为了实现田园城乡共享互融，带动
城乡统筹发展，安陆市在从美丽乡村到
和美乡村创建上，保留田园底色，提升田

园风貌，实现美村富民。充分运用色块、
线条、层次等元素，以一个标志性入口、
一条生态慢行廊道、一片特色景观、一处
农耕文化体验区、一批观景点、一座生态
公厕、一处交通驿站为重点内容，建设共
享田园。以接官乡颛庙村为例，在和美
乡村建设中，安陆市以“乡约颛庙”为主
题，以赵钱旅游线上的金叶银杏为点缀，
将本地特色元素与乡间环境相融合，大
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修建文化活动广
场，修建村民休闲步道，栽种果蔬，铺设
污水管网、雨水管网及排水沟，修建休闲
长廊和休闲凉亭。

基础设施改善了，越来越多的城里
人进村采风。颛庙村两处闲置的坡地也
被几个企业租赁过来，和村民们一起共
建团建露营基地。2016 年-2022 年，安
陆市共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 63 个，个个
既有“颜值”更有“气质”。其中辛榨乡以
鲁班文化为主题，按照“涢水之窗、建筑
之乡”定位，统一按照新中式和仿唐风
格，高标准建成乡镇“五小”和周转房770
套，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田园城乡互融共享，如今，每逢节假
日，下乡进村游玩成了众多安陆市民首
选路线。

城乡产业融合共生，城乡
一体谋发展

眼下，安陆市赵棚镇东升村千亩大
棚蓝莓基地生机勃发，一颗颗像蓝精灵
一样的小蓝莓挂满枝头。从今年春节
开始，赵棚镇的蓝莓持续向市场供应，
不仅个头大，而且口感脆甜，一上市便
供不应求。湖北鑫民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叶小伍说：“我们采用了
新技术、新品种，既实现了错峰上市，又
提升了蓝莓品质，今年产值比往年都要
高几倍。”

安陆市具备种植蓝莓的有利气候和
土壤条件：降水量适宜，昼夜温差较小，
多低山、丘陵和岗地，大部分地区土壤呈

酸性。为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乡
村振兴，安陆出台《安陆市培育壮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实施方案》等文件，拿出

“真金白银”，支持产业发展，吸引了多家
企业等市场主体落户投资，先后建设大
棚基质蓝莓联农带农基地、地栽蓝莓示
范基地、旅游酒店、研学基地、冷库、国防
教育基地等项目，逐步形成集种植、采
摘、加工、研学、康养等于一体的蓝莓产
业链。如今正是伍欣甸园的樱花盛开期
和基质蓝莓采摘期，游客络绎不绝，成为
热门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量 30 万人
次以上，吸引周边农户开办农家乐11家，
农家乐所在家庭户均年收入达 20 万元。
蓝莓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务工需求激
增。近两年，全镇蓝莓产业年用工量达
6.5 万人次，发放工人工资 1200 余万元，
土地流转费用420余万元。

乡里的产业吸引城里人来投资，城
里的产业也同样牵手村里开展劳务合作
和订单收购。安陆市发挥全国蛋鸡产业
技术体系“一县一业”示范样板县、全国
最大蛋品加工基地优势，新建成北农大
50万套“父母代”节粮型种蛋鸡华中产业
基地、中启莱62万只蛋鸡养殖基地、神丹
公司蛋鸡和蛋鸭养殖基地。其中神丹公
司按照“公司+养殖场（农户）+标准化”
模式在安陆市及周边地区配套有 200 万
只蛋鸡和 300 万只蛋鸭规模的原料蛋
基地。

“跟着神丹有钱赚。”安陆市天洁禽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天杰说，2022年7
月，他为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代
养种鸭 1.5 万只，公司提供父母代种苗、
饲料、药物和技术服务，在鲜蛋市场监测
价基础上每斤加价 1 元-1.2 元回收种
蛋。到 2023 年 8 月母鸭淘汰，他赚了 80
多万元。

从昔日的城乡分离，到如今生产要
素、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实现合理配置
和有序流动，一个共生共荣的和美城乡
正在安陆悄然形成。

湖北安陆：打造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记者日前从宁夏现代枸杞产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会上获悉，今年，宁夏将持
续推进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种植
枸杞 1 万亩，鲜果产量达到 36 万吨，鲜果
加工转化率达到 36%，全产业链综合产值
力争突破340亿元。

对现有枸杞种植基地进行“建档立
卡”，实行产地保护，稳定枸杞种植面
积，将进一步夯实现代枸杞产业发展基
础。高效配置各类土地资源，各县（区）
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枸杞种植面积，支
持在荒山荒地、未利用地和其他园地等
规模化种植枸杞，新增枸杞种植面积 1 万
亩。培优扶强龙头企业，年内新培育规
模以上枸杞企业 3 家以上。建立枸杞企
业上市储备库，选择 2-3 家有潜力的企
业，一对一开展专项培训和辅导，打造上
市梯队。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力争
引进 2 家大型企业来宁投资。加快园区
建设，银川市引导和支持 3-5家企业进入
园区，打造“枸杞精深加工之都”，中卫
市、中宁县要持续推进国家级现代（枸
杞）农业产业园、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中宁县枸杞产业高新技术示范
园区建设。

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

中国枸杞研究院作用，加快研发新功能产
品、创新药物及功能性枸杞原浆特医食品
开发，开展枸杞药用方剂配伍、功效成分
定量研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强枸杞
抗抑郁、抗阿尔茨海默病、保肝明目等成
果转化，力争转化科技成果 2 个以上，获
得枸杞发明专利 3 件以上；推动抗抑郁功
能食品、抗帕金森病药品等“药字号”注
册工作。持续做好“揭榜挂帅”项目枸杞
采摘机研发和应用，切实解决产业发展
痛点、堵点。

同时，宁夏将守好质量安全底线，深
化“四个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引导各类
枸杞生产经营主体推进标准化生产、标
准化管理，制定发布地方标准 2 项、团体
标准 5 项。持续提升绿色防控体系覆盖
面，全区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达 96%以
上。完善溯源体系建设，6月底实现“宁夏
枸杞”“中宁枸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许可
范围内的枸杞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力争
年底前区内生产的枸杞产品质量基本实
现全程可追溯。推动香港标准及检定中
心（STC）“宁夏实验室”落地宁夏，与“枸杞
国检中心”开展检测结果互认，协调为宁
夏枸杞企业授予“香港 STC‘优质正印’认
可标志”，实现枸杞产品“一次检测、一张
证书、全球通行”。

宁夏持续推进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卫哲）近日，海南省地方鸡产业技术体
系正式启动，为全面提升海南地方鸡产业
发展水平提供科技支撑，促进农民增收。

海南拥有丰富的地方鸡遗传资源，在
全省家禽养殖产业中，地方鸡的养殖占据
重要地位。以文昌鸡、儋州鸡为代表的地
方鸡种，2023年出栏量超1亿只，产值超过
120亿元。

近年来，海南高度重视地方鸡产业发
展，着力培育文昌鸡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
目，建立文昌鸡产业链，以带动全省文昌
鸡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
2023 年，儋州鸡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品种名录》，成为海南第2个通过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审定的鸡品种
资源。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李芸表
示，虽然海南地方鸡产业发展态势持续向
好，但仍存在育种体系建设不完善、健康
养殖技术缺乏等问题。海南地方鸡产业

技术体系的建立是加快海南地方鸡产业
发展，解决产业“卡脖子”问题的重要举
措，是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为此，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启动建立地
方鸡产业技术体系，结合海南地方鸡产业
需求，在品种选育、营养饲料、生产环境、
疫病防控、产业经济等方面开展技术攻
关。同时，制定海南省地方鸡产业发展规
划、助力全省地方鸡养殖企业和农户养殖
技术提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品种资源保
护、保种效果监测和评估，开展各类技术
培训，服务全省经济发展。

下一步，海南将继续围绕地方鸡产业
发展主线，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为核心，聚焦产业发展制约瓶颈，攻关一
批制约海南地方鸡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促进一批科技成果落地应用转化，提供更
加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通过建立
完善的育繁推一体化技术体系，推动海南
地方鸡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南加大地方鸡产业发展科技支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人间四月天，采茶正当时。日前，贵
州省仁怀市九仓镇香慈茶厂茶叶基地内
一派繁忙景象，“强组兴村”工作队和村民
正在茶园里摘着春茶，今年春茶长势很
好，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已经60多岁了，家就在茶园旁边，
今天采了 20 多斤，工钱按斤计价，采得多
赚得也多，很感谢村里给我们提供这个就
业机会，感谢‘强组兴村’工作队来帮助我
们采茶。”筲箕湾村村民杨德珍在茶叶收
购秤旁高兴地说。

每年春茶采摘的关键时期，为了让
茶厂不误农时，九仓镇组织附近群众到
茶厂就业，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和“强组兴
村”工作队到茶园帮助群众采摘春茶，为
群众免费发放解渴饮品，共同完成春茶
的采摘。

为帮助合作社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
牌知名度，增加销售收益和群众收入，九
仓镇党委在春茶采摘的关键时期，举办采
茶节活动，通过畅游茶山、采茶比赛、茶山
情歌对唱、茶园基地种植认领等活动，为
合作社搭建一个展示推销茶叶的平台，吸
引更多企业前来合作，进一步增加春茶销
售渠道。

“我们通过举办采茶节，和5家企业签
订产销协议，预计茶叶销售可达到 200 万
元。”九仓镇香慈茶叶合作社党支部书记
王晓娟说。

近年来，九仓镇依托地方资源优势，
以“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利用闲散土地资源，将荒山变茶山，发展
茶业约 1.1 万亩，其中仁和村玉帅茶业楠
木坪基地 5200 亩，覆盖 5 个村 1200 余户
农 户 ，每 年 带 动 6 万 余 人 次 实 现 就 近
务工。

贵州仁怀市九仓镇：

茶叶基地来了“强组兴村”工作队这是四川省眉山市仁寿
县怀仁街道吊庆社区的村民
在采收樱桃。怀仁街道4000
余亩樱桃近日迎来成熟季，
果农忙着采收、销售樱桃。
该街道近年来积极引导村民
在丘陵山区规模种植樱桃，
实现村民增收、山坡增绿，形
成了集采摘、休闲观光、亲子
互动于一体的特色产业。

潘建勇 农民日报·中国
农网记者 张艳玲 摄

□□ 郁敏 文/图

在浙江省浦江县仙华街道五善塘村的
十里头自然村，有一座精致别样小花园，它
不在鳞次栉比的村舍内，而处于村口田头，
园子不大，布满绿植，和谐镶嵌于乡村美景
之中，成为了一处别出心裁的景观小品。
实际上，这座花园的真实“身份”为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终端，“高颜值”的背后还有一
众高科技支撑。

再贴近一看，花园内的装置正在“上
岗”中，将全村日排放的 150 吨污水处理得
干干净净，而处理后的尾水再次利用，通过
自动喷淋系统浇灌周边的农作物、绿化植
被。很难想象，在此之前，因人口激增，生
活污水得不到妥善处置，村里一度污水横
流、臭气熏天。

变化如何实现？据了解，十里头自然
村毗邻仙华山国家 AAAA 级风景区，户籍
人口 332人，常住人口却有 1000余人，且有
不少商户。这里原本也有污水处理设施，
但由于建设时期较早，此前按户籍人口设

计的40吨/天的终端规模早已不堪重负，且
设计污水为普通生活污水，未将经营户等
产生的污水纳入收集范围，由此带来了一
系列环境问题。

2022年，浦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决心
升级十里头自然村的污水处理水平，实际
上，像这样的一类村不在少数。然而，污水
处理技术五花八门，哪种更高效，哪种最适
用，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考量的情况。

根据要求，在浙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达标排放，需要针对pH值、化学需氧量、悬
浮物、氨氮、总磷、总氮、粪大肠菌群、动植物
油8项指标设计出高效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同时还要考虑设备占地面积、运行费用、自
动化程度等各项指标。目前，能同时符合以
上标准和要求的，比较主流的是以A2O（厌
氧-缺氧-好氧）工艺为主体的处理方案。

但就算使用同一技术，水平也有高低
之分。在众多供应商中，最终，浙江问源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问源环保”）的
产品，显现出了独特的竞争力。据了解，该
项目选用的正是“问源环保”基于三相分离

厌氧好氧处理技术，从而衍生出的一整套
基于三相分离厌氧好氧处理技术的农村生
活污水模块化智能化处理工艺及装备。

“问源环保”农村生活污水模块化智能
化处理工艺及装备的背后，是多项自有核心
发明专利在支撑，里面富含“黑科技”。据了
解，该产品采用集预处理模块、生化处理模
块、消毒灭菌模块、数智平台模块于一体的
分区治理模式，集成稳态除油及双层过滤技
术、基于三相分离的高级生化工艺及智能调
控技术、场景式智能辅助运维系统以及数智
平台PLC控制系统等，不仅覆盖了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的全过程，更是实现了多项核心技
术的耦合，使得分区治理效果可实现“1+1+
1+1＞4”。硬核科技齐上阵，大大提升了农
污治理装备的综合治理能力，有效解决了农
村生活污水来源多、面源广、成分复杂、变化
系数大、不易收集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还对 AI 算法
技术进行了有效应用，采用自有发明专
利——农村生活污水动植物油在线监测方
法，通过传感器联网实现污水参数的远程

监测，并利用云计算进行数据分析，可对处
理过程进行智能化调节，同时指导现场运
维人员进行常态化维护，实现了农村生活
污水的高效化、精细化管理。

有赖于“问源环保”基于自有核心专利
技术研发生产的农村生活污水模块化智能
化处理装备，短短一年间，十里头自然村迎
来了大变样：污水治理成效明显，人居环境
显著提升，实现了“农房变客房，终端变公
园”的美丽蝶变。基于实践以及有目共睹
的效果，十里头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更是入选了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重点
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工程。

据了解，十里头自然村是“问源环保”
在助力浙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赋能“千万
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基于
三相分离厌氧好氧处理技术的农村生活污
水模块化智能化处理工艺及装备，以其占
地面积小、出水水质优、运行费用低、自动
化程度高等特点，近年来，公司在许多地区
和方面均展现出了不俗的竞争力，目前已
落地杭州、嘉兴、金华等多个地级市，为乡

村治水带来了先进的“新质生产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数据显示，2022 年、2023 年，“问源环保”研
发生产的基于三相分离厌氧好氧处理技术
的农村生活污水模块化智能化处理工艺及
装备在全国环保行业农村生活污水三相分

离厌氧好氧模块化智能化处理细分领域占
有 率 排 名 全 国 前 三 ，分 别 为 11.4% 和
12.7%。下一步，“问源环保”将进一步发挥
技术优势，打造出更多兼具实用功能与景
观生态的公园式农污治理口碑终端项目，
助力美丽乡村绿色发展。

“问源环保”：AI为乡村治污注入“新质生产力”

图为“问源环保”在浙江省浦江县仙华街道十里头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