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菜是江陵一张亮眼“名片”。近年
来，江陵精准聚焦“一朵花、一壶油、一
条链”，形成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
体的油菜花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书写从

“生态颜值”到“经济产值”的华丽蝶变。

油菜花海催生赏花经济
每年春季，资市镇蛇家渊生态公园

里，连片的油菜花海随着和煦的春风肆
意摇摆，绘出金色田园画卷。在金色花
海中，一列复古风情的小火车缓缓驶
过，载着游客徜徉在这如诗如画的风景
里，邂逅春天的“诗情画意”。资市镇种
植油菜46000亩，近年来，该镇通过完
善油菜花海景观，打造了荷兰风车、木
栈道等一批网红打卡点，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踏青赏花。

资市镇还开发“楚王行宫”“千年
银杏”等古文化遗址资源，推动全镇旅
游串点连线，有序推进片带建设项目
实施，引进市场主体，通过研学游、春
日团建等活动增加人气，提高资市知
名度。每年 3至 4月是资市镇旅游高
峰，最高峰时日均接待3000人左右。

大批游客的到来，为乡村带来了人
气与活力，带火周边民宿、农家乐。位
于资市镇玉古村的古榆树共享农庄是
我省首家由村支部领办、村集体和村民
共同出资，无市场主体参与的共享农
庄。村民除获得经营分红、务工报酬等
直接收益外，还通过土特产销售将农产
品就地转化，发展民宿和采摘类、趣味
性旅游项目，不断拓宽增收渠道。

如今，农庄成为热门网红打卡点，

每年油菜花开的时候就进入旅游旺季，
最高峰日接待游客400位左右，每天营
业额超 2万元，员工除了务工收入，还
有股金分红和农产品销售收入。

“一壶油”推动农旅融合
花开能吸金，花落也生财。江陵是

全国重要的产油大县、油菜优势产区，
常年油菜种植面积在 30万亩以上，油
菜优质双低率达100％。

近年来，江陵县全力推进“一壶油”
工程，支持湖北宏凯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打造“天助”牌高端菜籽油品牌，并成功
入选“中国好粮油”名录，年产值突破5
亿元，成为江陵农产品的一张亮眼名
片。企业与6个乡镇、61个合作社联手
建设22万亩油菜籽种植基地，推广“双

低高油”油菜籽。农户将油菜籽直接销
售给公司，减少中间环节。企业严格按
照国家统一价格收购，有效保护了农民
植油积极性。

为了做大做强油菜产业，近年来，
江陵县年均投入 2000多万元，实施油
菜产业集群、油菜绿色高质高效、油菜
轮作试点、油菜扩种等项目，全县油菜
种植面积从2022年的 30.04万亩增加
到2024年的36.5万亩。

江陵县将进一步提升全县油菜种植
水平，支持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
作物试验基地建设，与联农种业等种子
生产企业深入合作，争创国家级油菜良
种繁育基地，探索推广饲料油菜、绿肥油
菜、菜用油菜，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小
油菜”成为开启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油菜花开“遍地金”
□ 通讯员 宋金金 黄洋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近日，县司法局、县人民检察院、
县委宣传部等 14 家单位在县人民
广场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现场
宣传教育活动，向群众发放宣传手
册，讲解国家安全知识，增强公众国
家安全意识。 （苏魁 摄）

2025年4月18日 星期五 荆州日报社出版04 乙巳年三月廿一

邮箱：jzrbxsxw@163.com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江陵县委宣传部 合办 责任编辑：周 军 美术编辑：熊晓程

江陵新闻
JiangLing News

全县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专题调度会议召开

全县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

抢先机 唱主角 立潮头
凝聚更加坚实的民营经济力量

李先刚调研青山遗址美丽乡村片区建设情况

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生态环境
实现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2025 湖北·江陵长江半程马拉松官方训练营圆满完成，跑友们沿赛道进
行赛前训练，并接受跑步安全与医疗急救知识指导 。 （沈航 摄）

县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施慧敏 李澳庆）4
月 17日上午，江陵县召开民营企业座
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共商
发展、共谋未来，致力推动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
康成长，切实为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
效发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江陵篇章凝聚更加坚实的民营经济
力量。县委书记全运宝出席会议并讲话，
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罗勇主持会议，
县领导欧阳春、方文秋、张海涛、陈明宇
参加会议。

全运宝指出，民营企业家提出的意
见建议，就是党委、政府优化营商环境、
改进工作作风的发力点，各相关责任单
位要认真梳理汇总，逐一研究解决措
施，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

全运宝强调，面对当前发展形势，
全县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要抢抓发展机
遇，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在发展政
策上抢先机，在发展空间上唱主角，在
发展大势上立潮头，善于危中识机、转
危为机，奋力在“服务全省‘支点建设’、
推动江陵乘势跃升”中打造更多经济增

长点。要聚焦主责主业，争当高质量发
展“弄潮儿”，胸怀报国志，把企业发展
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和江
陵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建设国家需要
的事业、发展江陵需要的产业。要一心
谋发展，做强主业强内功、创新发展提
质效、拓展市场走出去，以过硬的产品、
良好的口碑站稳脚跟、脱颖而出，争当
行业龙头。要守法善经营，当好遵纪
守法的“先行者”、安全生产的“执行
者”、诚信经营的“践行者”，珍惜和维护
好自身社会形象。要先富促共富，一如
既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社

会事业、慈善事业等领域，为城乡融合
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美丽江陵建设等
贡献更多力量。各地各部门要狠抓服
务保障，打造“热带雨林式”营商环境，
围绕企业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以
赴提供最全面的政策、最便捷的服务、
最坚实的保障，切实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会上，民营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
言，介绍企业发展情况及发展思路，并
围绕人才引进、加强政策扶持、拓宽融
资渠道、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相关
诉求和意见建议。

本报讯（通讯员方圣洁 胡孟越）近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先刚调研青山
遗址美丽乡村片区建设工作。县委
副书记、副县长罗勇参加调研。

李先刚一行先后前往资市镇平渊
村、先进村，白马寺镇石渊村，调研相关
项目设计方案情况。

座谈会上，听取青山遗址美丽乡村
片区建设设计单位汇报项目设计方案
后，李先刚强调，要突出重点、统筹规
划，围绕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和人居环境
整治持续开展工作，不断优化湖泊水
质，提升水体观感和景观性，坚持不懈
抓好水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和“厕所

革命”，科学布局沿线景观，打造“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生态环境。要因地制
宜、产业优先，根据资源禀赋、发展潜力
和市场需求，认真研究产业发展方案，
积极引进市场主体，完善相关配套设
施，充分发挥政府赋能市场的作用，改
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相关部
门要防控风险，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
合理规划资金，凝聚工作合力，按照项
目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形成齐抓共管、
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实现生态经济高
质量发展。

秦市乡：

“积分兑换”兑出大美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施慧敏 倪章宇）近
日，江陵县召开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专题调度会议。县委书记全运宝出席
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瑜
主持会议，副县长王辉参加会议。

会上，全运宝对全县酒厂、小作坊
排查整治，餐饮、洗车行业排水管理，机
关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改造等工作逐

一进行分析调度。
全运宝强调，要限时整改无证生产

经营行为，加强企业经营许可规范，确
保合法合规经营；要严格落实达标排
放，加强酒厂、小作坊监督管理，确保环
保设施设备规范运行，确保生产尾水不
直排河湖沟渠。要全面摸排管网，扩大
排水管理范围，落实排水许可制度，构

建排水管理“一张网”；对经营性服务行
业，要加强生态环保正面宣传引导、规范
管理和严格监督，同时兼顾行业需求和
群众需要，确保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
度。要全面梳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
展“回头看”；建立健全联席调度机制，压
实责任、细化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为洪
湖流域综合治理筑牢坚实根基。

“桃花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 通讯员 黄洋 欧阳钰海

近日，三湖管理区万亩桃林进入
盛花期，粉色的桃花如云似霞，吸引
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管理区以花为
媒，以桃为业，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生动
篇章。

提升品质 打造特色支柱产业
三湖黄桃最早种植于 1986年，但

早期黄桃鲜果果酸高、甜度低，市场
化程度低。管理区与湖北省农科院
合作，开展黄桃标准化生产，建立智
能管理平台，实现黄桃生产全过程监
管、标准化管理，成为湖北省优质农
产品生产基地。

与此同时，管理区建设特色农旅
基地，吸引周边游客前来踏春赏花，

到水上餐厅欣赏湖光春色，尽情品味
大自然美味，享受“慢生活”的乐趣。
组织“三湖桃花游园会”“三湖黄桃品
鉴会”等活动，每年吸引游客超 50 万
人次，形成“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
态。建强黄桃产业，管理区黄桃种植
面积发展到约 1 万亩，有种植户 980
户，2024年助农增收超 4500万元，黄
桃成为三湖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建强品牌 实现产业融合升级
在全力提升品质的同时，管理区

积极推进品牌建设，打造黄桃产业发
展核心竞争力。2024年，管理区积极
参加国际、国内各类推介活动 20 余
次，在“楚三湖”品牌优质桃鉴评暨湖

北省桃产业技术交流会上荣获金奖；
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中荣获“最受欢迎产品”奖；在2024年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
荣获“我最喜爱的农垦美味”及“最受
欢迎产品奖”。

如今，三湖管理区已保护性注册
三湖黄桃相关商标 153 个，并成功申
请注册多个黄桃产业相关的实用新
型专利和外观专利。“三湖黄桃”已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证书及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实现国家地理标志大满贯。

目前，三湖管理区全区黄桃年
产量在 2000 万斤以上，年产值达 1.2
亿元。依托电商和直播带货，管理

区 已培育电商主体 200 多家，带动
1500余名电商从业人员参与销售，全
区 80%以上的黄桃鲜果经电商销售，
黄桃电商产业强势崛起。管理区还积
极挖掘黄桃附加值，开发黄桃罐头、
果酒等产品，年销售额突破 500 万
元，带动当地新增就业岗位千余个，区
域经济从单一农业向“产+销旅”融合
升级。

三湖管理区将持续延伸黄桃产业
链，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
品；建设黄桃特色小镇，打造“桃花观
光+桃园体验+加工研学”全域旅游模
式；推进“品牌专业化、品质标准化、
品控精细化、管理规范化”建设，为乡
村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科技春耕”助力“减量增效”

本报讯 近日，江陵县社会工作和
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县领导
张瑜、黄汉江、余丽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江陵县社会工
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选举办法（草
案）》《江陵县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
合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江陵县社会
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会长、

监事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上，还启动了“江小爱”社会工作和
志愿服务发展基金。

江陵县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
会的成立，标志着江陵社会工作和志
愿服务从分散行动迈向系统整合，有
助于提升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社会影
响力，助力基层治理，促进社会和谐。

▲▲44 月月 1515 日上午日上午，，县委网信办组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现场宣传教育活县委网信办组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现场宣传教育活
动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咨询现场解答咨询、、有奖问答等方式有奖问答等方式，，向群众讲解网络谣言的危向群众讲解网络谣言的危
害害，，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安全上网引导群众安全上网，，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记者记者 张梦瑶张梦瑶 通讯员通讯员 汪子健汪子健 摄摄））

本报讯（通讯员方圣洁 黄洋）当
前，长江水位持续下降。为保障农业
生产需求，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多措
并举，持续从颜家台泵站和观音寺泵
站引水，确保旱时用水统筹科学、调度
精准。

在颜家台泵站，源源不断的清澈长
江水正通过 10台小水泵流入灌区，再
经灌溉渠道流入农田。颜家台泵站采
取“大泵+小泵”相结合的抽水模式，制
定错峰轮灌送水计划表，抓紧把有限的
水资源“抢”到垸内沟渠，确保农业生产
用水需求。开启应急小泵抽水 99天，
泵站共引水1950.77万方。

目前，江陵主要用水需求为小龙虾

养殖用水。由于近期温度升高，用水蒸
发量大，小龙虾养殖需频繁换水。为确
保全县农田用水需求，观音寺泵站也同
步开启抽水。两大灌区累计引水量
12510.4 万方，服务农田 109.92 万亩，
为全县农业生产和生态基流提供了有
力保障。

全县还结合气象趋势，积极做好县
管灌渠涵闸控制工作，加强进水剅监督
管理，通过分渠道分时段集中供水、错
峰轮灌等措施，优化用水方式。

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将时刻关注
气象预警，做好暴雨、干旱前期准备工
作，并根据灾害预警，做到精准调度、科
学调度、合理调度。

本报讯（通讯员郑文刚 韩俊康）
近日，马家寨乡万兴村万亩麦田上空，
3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精准将叶面
肥、药剂喷洒到田间。这片翻滚的绿
浪中，“科技春耕”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当前，全县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
花期，正是赤霉病防控关键期。江陵

县充分发挥科技力量，开展联防联控。
据介绍，单台无人机每小时作业可达
100亩，相当于 30个人一整天的工作
量，不仅有效提高了农业利用率，还使
每亩成本下降了60%，真正实现“减量
增效”。

与传统的人工喷洒相比，植保无

人机借助北斗导航定位技术，在空中
进行厘米级精准作业，不仅避免漏喷
重喷、踩踏伤苗，更通过精准变量施药
技术，使农药利用率提升20%以上。

今年，江陵县投入专项资金，对 5
万亩小麦开展统防统治，不仅降低种植
成本、规避人工施药中毒风险，更为小

麦抵御干热风、预防高温早衰构筑起科
技屏障。

在“政府主导+农户参与+科技支
撑”三级防控体系下，全县正通过统一
采购药剂配方、统一制定作业标准、统
一实施质量监管，高效开展小麦病虫
害防治，为夏粮丰收筑牢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宋珍妮 王思维）
近年来，秦市乡积极探索环境治理新
路径，通过“积分兑换”“垃圾不落地”
等，使乡村面貌发生大变化。

秦市乡永丰村村民秦小梅刚用
积分兑换了生活物品，她已连续两次
登上村人居环境“红榜”，通过积分兑
换机制，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奖励。“积
分兑换”是永丰村推动环境整治的创
新举措，在实行微网格化管理基础
上，将责任落实到户，通过评选“红黑
榜”，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形

成“干干净净有奖励、乱丢乱放要曝
光”的良性氛围。

村里还开展“垃圾不落地”试点，
在永丰村境内荆洪公路主干道沿线取
缔垃圾桶投放，安排专人专车收集，有
效解决了沿线垃圾易堆积、难清运等
问题。此外，还积极开展“两清”行动，
全村投入劳务用工 152人、机械 3台，
投入资金 3.8万余元，对全村九大河、
永丰河、电排横渠、分家渠等主要河
湖沟渠进行清挖疏淤，实现无垱坝、
水葫芦水花生等“六无”目标。

本报讯（通讯员黄洋 欧阳钰海）日
前，国网江陵县供电公司靠前服务，全
力保障沙岗镇刘湖村农田灌溉智能化
设备稳定运行。

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刘
湖村将原先分散土地集连成片，并建设
智能抽水泵站，集成物联网和远程控制
技术，农户只需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完
成千亩良田灌溉作业，还能实时监测土

壤墒情、温湿度等，为农业生产提供精
准指导。

智慧化灌溉设备对电力供应要
求更高。每到春耕春灌季节，国网江陵
县供电公司都定期对供电设施、泵站进
行巡检和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让
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同时，积
极推广智能电力设施在农田灌溉等领
域的应用，助力实现智能化管理。

县水利灌溉服务中心：

精准调度水源 保障农业生产

国网江陵县供电公司：

为智能化灌溉提供电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