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香菇产业园，志愿者帮菇农采摘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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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五道岭村，茶农在茶园采摘茶叶。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实景图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实景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文/图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承担着守护“首都水井”的
重大使命，通水 10年来，累计向北方送水超 640亿立
方米，惠及京津冀豫1亿多人。

郧阳区地处秦巴山区，全区版图面积 3863 平方
公里（折合580万亩），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
路和庄园”的说法。

近年来，郧阳区因地制宜，坚持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探索出了

“三个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的工作路径，以生态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以南水北调水源保护为契机，推进
农业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近日，在郧阳区杨溪铺镇“东方橄榄园”，村民孟
万生正麻利地清理杂草。“山林资源既可以保护环
境，还可以增加收入。如今我们人人参与，齐心协力
爱林护林。”他说。

近年来，郧阳区立足山区库区实际，转变产业发
展模式，大力发展油橄榄、香菇、现代设施渔业等绿
色农业，助推汉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橄榄树的收益是普通农作物的 3 倍以上，一亩
油橄榄可产鲜果 900公斤，价值 9000元，榨油后价值
可达 2.4 万元。”湖北鑫榄源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瑾艳介绍，郧阳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但是
这里年日照 1900小时左右、年降雨 800毫米左右，土
壤是弱碱性砂石，为油橄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

为确保“一库碧水永续北送”，近年来，郧阳区大
力发展集生态树、安全树、致富树、健康树于一体的
油橄榄产业。湖北鑫榄源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围绕
健康产品开发，成立省油橄榄产业技术研究院，以

“政府+高校+链主企业”模式，研发“十堰市油橄榄种
质资源图谱”植物芯片，建设 5G 物联网现代智慧农
业云平台。

目前，该区发展油橄榄 6.2 万亩，年产值约 5 亿
元，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支柱产业，户均年增收3万元。

“自从搬到这里，我们就一直在种香菇，去年儿
子买车、结婚，今年我抱上了孙女，日子越过越红
火。”青龙泉社区居民勾开秀笑着说。

2018 年，勾开秀一家从郧阳区叶大乡搬到青龙
泉社区居住，自此与香菇结缘。今年，他们一家在青
龙泉社区第五片区种植 4 棚 1.6 万棒香菇，预计年收
入 7万元。“青龙泉社区香菇基地菇农家的菌棒主要
依靠昌欣公司提供，非常方便。”勾开秀介绍。

2019年7月，郧阳区成立十堰市昌欣香菇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并引入国有资本，高水平建设食用菌循
环经济产业园，建立“国企+村企+民企+农户”联农
带农机制，盘活闲置厂房、村集体资产，实行工厂化
制棒养菌。

企业按照“六统一”标准，发展集种植、加工、冷
藏、销售、出口、工厂化养菌出菇等于一体的香菇产
业链。园区共入驻企业13家，开发香菇休闲食品、香
菇饮料、保健功能食品等多种深加工产品。

在坚持全链条发展的基础上，该区联合华中农业
大学研发选育优质菌种，年生产菌种300万袋；成立香
菇产业研究院，建成全国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制棒、养菌厂；建有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香菇数字化种
植基地，配建各类菇棚5万个。2023年，该区研发香菇
系列产品67个，拥有各类发明专利56项，实现菌菇销
售收入25亿元，其中创汇1.05亿美元。“郧县香菇”获
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被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为“有
机食品”，生态溢价能力大大提高。

“当初选择在郧阳区梅铺镇投资兴建 3000 亩鲟
鱼养殖基地，看中的正是此地的好水质。”湖北清江
鲟鱼谷特种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季坚义坦言，“现在
鲟鱼喝的水，能保持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预计
产值可提高5%。”

郧阳区境内有大小河流 769条，总长 3351公里，
河网密度 0.87 公里/平方公里；中小水库 85 座、塘堰
3483 处，总蓄水能力 20350.79 万立方米。该区大力
发展以生态健康养殖为主的现代设施渔业，已在7个
乡镇建设设施渔业基地 11 处，养殖水体达 14.3 万立
方米，年产量 2000 多吨，年产值 1.5 亿元左右。本地
优势品种拟尖头鲌人工繁育试验取得成功，目前正
在申报地理标志产品。“鑫郧”“南化雨泉”“郧小渔”
等品牌鱼，已畅销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地。

“目前，鲟鱼谷产业园项目梅铺版块二期226亩，
正在进行场地平整等工作，225个圆池15万立方米设
施渔业养殖水体，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投产，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70%。”湖北清江鲟鱼谷特种渔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季坚义信心满满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扶持
设施渔业扩面，推进设施渔业提档升级，制定设施渔
业发展规划，推动设施渔业突破性发展。”该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多重循环为路径，全面提升农业
面源污染的治理水平

近日，在郧阳区谭家湾镇五道岭村心怡农场，各
种时蔬长势喜人。“使用有机肥的蔬菜品质更好，年
产值400余万元。”该农场负责人毕金玉介绍。

“可别小看这个‘三格式’，经过 3层净化后的水
可以直接浇地，发酵产生的沼气也可以充分利用。”
五道岭村党支部书记张明笑着说。

近年来，郧阳区实施农村厕所粪污与农村生活
污水一体化治理及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推进农户
自主建设三格式化粪池，促进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

“猪-沼-菜”内部小循环。
五道岭绿色种养循环示范片区位于谭家湾镇圩

坪河沿线，汉江入库一级支流龙泉河流域上游，涵盖
五道岭、圩坪寺两个行政村，辖区内有宏阳养殖场、
心怡农场、陈氏茶厂等涉农市场主体 8个，为解决农
业面源污染问题，构建了“猪-沼-菜（果、茶）”绿色循
环种养模式，打造了集生态养殖、设施蔬菜、清洁能
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4000亩田园综合体，大力发展
绿色生态农业。

对湿的沼液，位于圩坪寺村的十堰宏阳生态养
殖公司配套沼液处理设施，兴建一座容积 1800 立方
米的大型化粪池，将生猪粪便、废水及生活污水等排
入大型沼气池进行初级发酵，产生的沼液再排入化
粪池进行沉淀及进一步发酵，通过 5000 米沼液输送
管线，输送至下游心怡农场田间贮液池。

2014年，心怡农场流转了近 500亩土地，主要发
展设施蔬菜。为了保证蔬菜品质，每年需要 3000 吨
沼液。

经过政府搭桥，十堰宏阳生态养殖公司将粪液
管道铺设到农场基地，在沼液输送管线末端，按每
20 亩蔬菜基地标准配置了 100 个容量为 50 立方米
的贮液池，沼液通过配套管网输送到田间贮液池，
通过清水管道与灌溉水混合后，经过泵站将混合液
输送到田间和果园，喷施于果蔬叶面，用于追肥抑
虫防病。

心怡农场负责人毕金玉介绍，2023年，农场生产
大球盖菇 15 吨，绿色蔬菜 600 吨，带动周边 200 余农
户发展蔬菜产业增收近300万元。

“年减施化肥近 30 吨，既实现了养殖粪污‘吃干
榨净’，又实现了种养循环。”十堰宏阳生态养殖公司
董事长洪洋林说。

同时，郧阳区依托十堰市昌欣香菇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建设食用菌产业园和有机肥厂湖北绿道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促
进种养产业循环。

近年来，经湖北省畜牧兽研所专家指导，郧阳区
先后投入5000余万元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洪洋林介绍，十堰宏阳生态养殖公司已采取干
湿分离法处理畜禽粪污，年出栏生猪 2万余头，年产
粪污1万多吨。

该养猪场建设伊始，便配套建有两条有机肥生产
线和一套沼液输送管网，建有一座总容积 1000 立方
米的 CSTR 厌氧发酵池，对每天产生近 10 吨的猪粪
进行干湿分离，将干粪发酵处理后加工成有机肥，全
部用来改良土壤，建设高标准农田，发展有机农业。

洪洋林介绍，公司生产的有机肥主要供给心怡
农场、湖北绿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沿线的茶
叶、小水果基地。心怡农场负责人毕金玉介绍，发展
设施蔬菜每年需要有机肥近千吨，十堰宏阳生态养
殖公司保障了有机肥的供应。

有机肥可以保水抗旱，减少化肥用量和病虫害，
提高农产品品质。郧阳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
心负责人邵德强说：“一亩地可帮助消耗 400 公斤有
机肥，减少化肥用量30%。”

今年，郧阳区升级改造原有的两条有机肥生产
线。“现在，有机肥生产线免翻抛处理，大大节省了人
力物力。”湖北绿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刚
说，“我们每年消纳宏阳养猪场粪污约1.2万吨，生产
有机肥约5000吨。”

目前，龙泉小流域沿线已建成高品质茶叶基地
6000亩、蔬菜基地 3000亩、小水果基地 2000亩，推动
形成农庄民宿、产品加工展销、采摘体验等新兴旅游
业态5个。

7 月下旬，玉米还没成熟，湖北坤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倪明月已开始提前预订玉米秸秆。“这
些秸秆是为今秋种植香菇准备的。”他说。

湖北坤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谭家湾镇黄畈
村七组，2022年4月，该企业将农作物的秸秆、玉米芯
等制作成菌包、菌种和基料，种植菌菇，发展绿色循
环经济。“每年可消化吸收当地农作物秸秆、玉米芯
等 50 万斤，有效解决了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和安全
隐患等问题。”倪明月说。

该企业还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各家各户可以用
秸秆换菌种，在自家院子里种植菌菇。目前，已带动
10余户农民种植菌菇。

近年来，为推进农业废弃物再利用，郧阳强化供
应链、信息链、冷链物流等要素保障，利用秸秆、小麦
麸皮等作为菌棒和生产原料，促进社会层面资源利
用大循环。

传统种植香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病棒、废棒，容
易产生环境污染问题。怎么办？郧阳探索出了一条
工厂化制棒，废棒全处理、资源可替代的绿色可持续
发展路子。

十堰市昌欣香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智介绍，在原料端，公司利用农作物秸秆、玉米芯、修
剪之后的果树枝等作为原料，年可消纳 3.5 万吨，占
制棒原材料总量的20%以上。

在生产端，配套日处理 200 吨的污水处理站，生
产过程无污染，生产废水零排放。

在处置端，生产过程中的感染菌棒经高温灭菌
后重新作为原料进入生产环节；出菇后的废弃菌棒，
直接进入区域内的3家有机肥厂，制成有机肥就近还
田利用。

如今，郧阳食用菌循环经济产业园已形成“秸
秆（木屑）-基质-食用菌-废弃菌棒-有机肥（燃料）-
农作物”全产业链循环利用。

以小流域治理为单元，实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走进位于龙泉小流域中游的黄畈村，一幅绿美
画卷在眼前展开：山清水秀，白鹭翻飞，稻田里秧苗
青青，龙泉河岸绿树成荫……

近年来，郧阳坚持“共同缔造”理念，建立科研院
所技术支撑、“国企+民企”管护运行、“在线监测+水
质监管”协同联动三项机制，重点抓好源头减量、过
程拦截、末端治理、绿色种养“四个环节”，解决小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题。

“实现了化肥减量45%、农药减量28%，粮食亩产
稳定在 900 斤以上，村民年收入较实施前增加 300
元。”黄畈村党支部书记陈忠霞说。该村采用灌区改
造、土壤改良、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清洁化生
产技术，保护龙泉河水质。

近年来，该村探索出了“564”工作路径，实施山
水林田河“五项联治”，以乡村建设“六件事”为抓手，
优化村居生态环境，并建立“四主联建”工作机制，系
统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

“我们村在农田内加建生态沟渠 1.4 公里，建成
生态滤坝 4 个，种植菖蒲等净水植物 8400 平方米，
提升了水环境质量。”陈忠霞介绍，“目前，修复了
157 亩裸露山体，补植树木 2.3 万棵，提升了水源涵
养能力。”

在整治 1200 亩高标准农田时，还配建了坡顶的
生态防护林、坡腰的生态农田、坡底的生态拦截沟和
脱氮沟三道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防线，构建起农田面
源污染立体防控体系。

去年以来，该村以“厕污垃”为抓手，不断改善村
庄环境。该村聚焦“乡村建设六件事”，建立了积分
超市、生活超市、再生资源回收站，引导村民养成了
垃圾分类的习惯，生活垃圾减量率超过 60%，实现了
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以前，村里村民洗碗、洗菜、洗衣等生活污水，随
手倒在路边。“现在生活污水从家里就接走了，也不
用倒了。”黄畈村村民陈义说，改造后，污水收集管网
接到家里，污水直接排入附近新建的一处微动力污
水处理站集中处理。

“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直接排放太浪费，中水
回用池则可以将水储存起来，用来灌溉农田抗旱。”
陈忠霞说。

该村还建立了“四主联建”工作机制。政府主
导，选取龙泉河作为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编制了

《龙泉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以该规划为引领、坚持
一个专班推进、一个机制调度，工作有序开展；部门
主责，郧阳区农业农村等 15 个部门对上争取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等项目 32个，形成治理合力；市场主营，
成立由区属国企与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组建的穰
耕龙展农业发展公司，对有收益的有机肥替代、垃圾

资源化利用、生活污水处理、绿色农产品销售、新能
源等五个项目建设运营；群众主体，充分发动群众决
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600 余名村民投工投劳，变“你和我”为“我们”，共建
美好家园。

在黄畈村头，数米高的无人机机架上，机巢顶盖
徐徐打开，1架归巢式无人机离开机巢，缓缓升空。

岸边有没有焚烧秸秆，河里有没有采砂、放牧，
有没有非法排污等行为，监视器上一览无余，郧阳区
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心负责人赵天真说，该归巢式
无人机自动巡航，自动返回充电，大大提高了小流域
监管效率。

龙泉河河道总长 26.67 千米，沿线涉及 10 个村
庄，可谓是点多线长面广，监管难度大。传统的人工
巡查又费时费力。今年，郧阳区引进一架归巢式无
人机，实现了整个流域智慧监管。

近年来，郧阳区运用数字化手段，构建“1336”水质
智慧监测体系，“1”即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
心郧阳区分中心；第一个“3”即组建库区综合执法、水
质巡护、生态环境警察3支队伍；第二个“3”即建立和
运用好监督、监管、调度3个平台；“6”即结合郧阳特点
建立消落地智慧监测、无人机自动巡查、农业面源污染
监测、农治设施监测、智慧农业监测、防灾减灾应急监
测6个系统，并健全问题“发现-反馈-交办-督办-解
决”工作闭环，形成全区保水护水“一张网”。

在此基础上，郧阳区引进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
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华中农业大学等作为技术支
撑单位，全程协助制定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
理方案、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体系、养分综合管理计
划、监测评估方案等。在监测评估上，龙泉小流域新
建两座水质自动监测站，时时在线智慧监测流域水
质状况，出现问题及时报警。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一家油橄榄加工企业，工人在转运橄榄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