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石首调关矶头，看江水奔流
不息。二十七载光阴，改变了江岸的
模样，却从未冲淡这片土地上人们的
精神底色。幸福苑陈华兰老人布满
皱纹的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蔬菜
基地里农人们弯腰劳作时认真的神
情，虾稻田边村委会主任杨炎华说起
丰收时眼中的光彩……这些生动画
面，都在诉说着一个深刻的道理：伟
大的抗洪精神，不仅存在于惊心动魄
的抢险时刻，更延续在日复一日的奋
斗之中。

水，在调关，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张
面孔。一张是1998年夏天，那漫过警戒
线、带着摧毁力量的浑浊面孔；另一张，
是今天滋养着万亩虾稻、成片沃土的清
澈面孔。

27 年转瞬即逝，惊涛拍岸处已成
悠闲江畔，险象环生的土地生长出万
亩青翠。从抗洪抢险到乡村振兴，调
关人攥紧的始终是那份在危难中淬炼
出的“坚信”与“坚持”的火种，始终绽
放在幸福苑居民们的笑脸上，播撒在
希望的田野里。这份用生命铸就的精
神财富，正由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化作
建设家园、创造明天的磅礴力量。

记者手记

把抗洪精神化作
建设美好家园的奋进力量

（上接第1版）

惊涛记忆惊涛记忆
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当年，这里浊浪滔天。你看，现在
多美好！”一声感叹，无数记忆涌上心
头，59岁的调关镇政府三级主任科员
鲁木全指着一处江岸说。这位抗洪亲
历者清楚地记得，那时的调关矶头，水
流湍急、险象环生，他回忆：“那年，调关
沿江水位超过了1954年以来最高历史
水位的1.33米，大堤发生全线漫溢，水
已经漫到堤顶的位置，非常危险。”

与此同时，调关矶头周边民垸崩岸
频频、危机四伏。另一位亲历者杨海林
是连新垸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当年 30
岁，正值壮年。“当年洪水来时，就在这
个堤坝上，300 米的断面有好几处溃
口，眼看大水就要漫过来了。我们从没
见过这么大的水，每个人都很害怕。”

一次强过一次的暴雨袭击，一峰
高过一峰的洪水肆虐，一处又一处的
溃口险情……在这岌岌可危之际，军
民齐心，夜卧长堤，身挡激流，筑起一
道道“钢铁”长城。鲁木全望着奔涌的
长江水，回忆道：“有一幕让我印象深
刻。当时有一处溃口，我们的解放军
战士奋不顾身冲了上去，手拉手，用身
体堵住洪流。那份舍生忘死，我一辈
子都忘不了！”在另一处抗洪旧址，
杨海林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加固后的
堤岸，这位皮肤黝黑的汉子眼眶湿润，

“那时候，家家户户拆门板、砍树木，老
人孩子都上堤帮忙运沙袋。解放军战士
三天三夜没合眼，有的人累得直接倒
在泥水里就睡着了。”

在最艰难时刻，“抗洪大军”与洪魔
殊死搏斗，最终赢得胜利，在这片红色

热土上书写了惊天动地的抗洪奇迹。
杨海林说，洪水退去后，他们全村都迁
到长江上游居住，但他时常会带着家里
的晚辈到这处抗洪旧址来看一看，希望
年轻一辈永远记住当年抗洪时的团结，

“经历过抗洪抢险，此后不管遇到任何
困难，我总会想到当时的万众一心，这
种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幸福答卷幸福答卷
写在土地上的振兴诗篇
如今，杨海林所在的连新垸村早已

变了模样，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村
里的幸福苑小区，这是村集体创新“以
地养老”模式，通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
拆除闲置宅基地复垦耕地，利用补贴建
成的集中养老社区。

老人们笑意盈盈地坐在一起拉家
常，说到98抗洪，永远是他们心中无法
磨灭的记忆。“当时解放军战士抢险，就
睡在大堤上，十分辛苦！村里男劳力上
堤抢险，我们妇女就在家里烧好了水用
扁担送上去。”70岁的陈华兰老人拉着
记者的手说起了那一幕幕惊心动迫的
往事，不由感叹：“现在多幸福啊！我们
住在这里，还可以在合作社帮工，农忙
时月收入能有3000多元。”

在石首市元丰蔬菜产销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刘明香的带领下，我们行走在
一片望不到边的玉米地里。她摸着一
株绿油油的玉米叶片，喜不自禁地说：

“再过一个月就能收获了。”这是连新垸村
在 10年前选准的富民“金钥匙”，采取

“党建+合作社+农户”模式，上半年种
玉米，下半年种西兰花。10余年间，合
作社累计流转土地 3500亩，辐射带动
周边村镇建成 6800亩连片种植基地，
西兰花和玉米年总产值已突破 5000

万元，成为荆州市规模最大、效益最优
的西兰花产业核心区。“不愁销路，除
了国内，还销往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经济效益很可观、也很稳定。”说起好
收益，刘明香掩饰不住脸上的笑意与
自豪。

向水而兴向水而兴
写在长江畔的发展新篇
在调关镇，到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

的丰收景象。
调关镇槎港村紧邻长江，奔涌的长

江水滋养着这里万亩虾稻良田，激活了
乡村振兴“新动能”。

槎港村是江汉平原最早规模化种
稻养虾的村庄之一，是全国优质虾苗繁
育基地，虾稻种养面积达 3万亩，年产
值过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
万元，其中，95%来自“稻虾经济”。

记者到达时，正碰上无人机在空中
投料。“现在，很多新科技手段都运用到
了生产中，大大提高了种养效益。我们
还联系了长江大学专家团队，帮助提升
虾稻品质。”槎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杨炎华介绍。

展望未来，杨炎华信心满满：“我们
会继续把抗洪精神融入发展之中，生产
出更多优质虾苗，并推向全国，力争人
均年收入突破4万元。”

经历风浪冲刷的调关矶头，历经修
复整治，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幅水清岸
绿的生态美景。矶头干堤内侧，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首府遗址纪念碑熠熠生辉，
不远处，曾经的防汛哨屋已改扩建为
水文化纪念馆。江风拂过，传来孩童的
阵阵嬉戏声。

新的希望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描绘
美景。对于未来，石首市调关镇党委

委员、宣传委员、副镇长徐妍慧信心满
满：“调关镇将继续大力发扬伟大抗洪
精神，以‘知音文化’为引领，以产业升级
为支撑，以营商环境优化为保障，全力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争当石首市
建功支点建设排头兵。”

近日，荆州海事局联合长航公安、中石化荆州分公司等单位，在长江沙市段一处
油库码头开展综合水上安全演习，通过模拟船舶溢油、火险、人员落水等实战演练，进
一步提升我市联合水上救援协调及应急处置能力。（通讯员 黄国舜 记者 潘路 摄）

6月16日晚，荆州市暨荆州经开区2025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纳凉晚
会在泓光悦邻广场举行，通过现场宣传防范非法金融知识、互动有奖问答等，增强
市民、特别是老年人防范和辨识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力。 （记者 肖琦 摄）

“脆嫩爽口，口感清甜，拉丝细密，
盼了半年终于上市了。”这几天，北京市民
沙女士在电商平台多次下单一款时令
菜品。配送到家的农产品纤细白净、飘
着淡香，指尖一掐，就溢出清浆，还能听
见清脆的“咔嚓”声——这是藕带，来自
1300公里外的洪湖水乡。

在湖北荆州洪湖市，清晨，周金才
在荷叶间忙碌起来。找到没有绽开的
叶子尖尖，顺着摸下去，轻轻一拉，一臂
长的藕带便冒出了头。周金才是洪湖市
黄家口镇平阳村的藕农，种了 20亩藕
塘，每年4月至9月的藕带上市季，他每
天要采藕100多斤、净赚400多元。

藕带是莲的幼嫩根状茎，就是“小
时候”的莲藕，洪湖藕带是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过去受限于保鲜技术和销售
渠道，一直未能打开市场。如今，洪湖
藕带走向大江南北的餐桌。今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实
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特色农
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近
日，记者走进洪湖，看当地如何发展特
色莲藕产业、打造农业品牌。

打开市场

从农特产到小爆款

湖北华贵食品有限公司的智慧车
间，藕带加工自动生产线运转正忙。经
过机器切断、气泡清洗、漂烫等步骤后，
如玉簪一样的藕带成为一包包泡藕带
走下流水线。

“我们现在每天要收购 10万斤藕
带，大部分做成泡藕带销售。”公司总经理
杨福元介绍，作为公司的明星产品，藕
带年产值超过14亿元。

洪湖，属古云梦泽，千年沉淀的水
下“黑土地”——青岗泥，为莲藕生长提
供了肥沃环境。“早些年，藕带只是我们
这里的一个农特产，提篮叫卖，只有当
地人吃。”杨福元认为，洪湖的藕带清甜
可口，品质好却卖不上价，主要是因为
没有品牌。“加上藕带出水后极易发黑，
保鲜期往往只有1天左右，很难走出洪
湖附近。”杨福元说。

藕带的“土味”虽然让它默默无闻，

但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多次调
研后，2012年，华贵公司决定把藕带作
为主打产品。

农业品牌并不好做，产品的品质、
产能以及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一步
走不通都会失败。

“首先，我们要确保藕带能留得
住。”杨福元说，为了延长藕带的保鲜
期，华贵公司和华中农业大学合作研发
了定向发酵技术，让藕带在避光的密封
袋里包装、发酵，保鲜期能从1至2天延
长到1年左右，春季采摘的藕带能卖一
整年，从“时令”变“长销”。

除了卖得久，还要卖得远。起初，
华贵公司主要靠“熟人带货”。“我们将
加工好的藕带，免费送给各地的朋友、
老乡和熟悉的企业，先让他们尝尝鲜。”
杨福元说，藕带脆、鲜，泡藕带又有酸
辣、酸甜等多种口味，既可生食也可烹
饪，让许多人喜爱。

打开外地人的味蕾后，还要打开外
地人的市场。华贵公司在各地发展了
2000多家经销商，通过“裂变式”的线
下推销，凝聚了一批忠实的“回头客”；
还在电商平台开店、直播，全网年销售
额逐步突破 1亿元，一年可卖出 8000
万包藕带。

从藕带开始，华贵公司发展莲藕全
产业链，开发出洪湖藕汤、洪湖野藕汁
等产品。“现在春季加工藕带，夏季加工
藕茶，秋季加工莲子，冬季加工莲藕，建
起莲藕精深加工线6条，可生产藕带等
30 多种产品，年加工能力超过 18 万
吨。”杨福元介绍，公司让莲藕卖四季，
带动3万多农户，发展莲藕种植基地10
余万亩。

完善产业

从“内卷式”到规范化

龙头企业带动，洪湖藕带逐渐打
开销路，还走进盒马鲜生、家乐福等电
商平台和大型商超，成为各地餐桌的

“常客”。
可种植莲藕效益不高，此前当地不

少藕农转型养鱼养虾，导致原材料供不
应求。“一斤藕带从 3 元涨到最高 45
元，看到商机后，藕农又入场了，陷入

‘内卷式’竞争。”回忆起前些年的种藕
乱象，洪湖市雨钱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洪晓俊直摇头，“有时候市场行
情不好，只要一个藕农降价，就会有人
出更低的价格。”

为了让藕农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
做大洪湖莲藕产业，莲藕种植大户和企
业联农带农。“对不愿种藕的藕农，我们
流转他们的藕田，支付一定的租金。藕
成熟后，还会聘请藕农采收，给他们劳
务报酬。”洪晓俊说，采藕时节，藕农一
个月可收入8000元左右。

对于像周金才这类愿种藕的藕农，
可以等藕成熟后，将整片藕塘的莲藕

“打包”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再聘请工人
挖藕。“我们只需要种藕，省去了卖藕的
功夫，投入少，收入还稳定。”周金才说，
竞争少了、收入增了，每亩能增收3000
多元。

此外，藕种由市里统一研发和提
供，保障洪湖莲藕的品质。“我们还大力
推广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在峰口镇、
万全镇建设了两个标准化种植示范片区，
以及万亩优质藕带基地和万亩优质莲子
基地，稳定莲藕的产量和质量。”洪湖市莲
藕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献忠说。

2024年，由洪湖市城发集团、华贵
公司及其他供应链企业共同组建的洪
湖莲藕供应链平台成立。“有了这个平
台，企业大批量采购或个人消费者线上
下单后，大数据能精准匹配和对接企业
或合作社，让刚刚出水的生鲜莲藕、深
加工的莲藕农副产品更及时发货，通过
供应渠道更好保障洪湖莲藕的质量。”
张献忠介绍，目前该平台已进驻会员
120多家，交易额超3亿元。

“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推进良种选
育、规范化种植和规模化生产，洪湖莲藕
产业链不断完善。”张献忠介绍，目前洪
湖莲藕种植面积超25万亩，总产值达65
亿元，洪湖莲子、洪湖藕带、洪湖莲藕、洪
湖荷叶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建设品牌

从“满天星”到“一团火”

“我们的‘洪湖莲藕’粉糯香甜，藕
丝浓密，非常适合煲汤。”在洪湖市青泥巴
食品有限公司的厂房里，总经理王文娟
手拿莲藕，对着手机侃侃而谈。

王文娟和丈夫2010年就开始在网
上卖莲藕，是当地最早一批尝试电商销

售的商家。“虽然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商
标，但对外介绍产品时，还是会强调‘洪湖
莲藕’这个品牌。”王文娟说，至于品牌
能不能使用、该如何使用，她最初也不
知道。“大家都是这么卖藕的，有时候顾
客会问我们，到底哪家才是真正的‘洪
湖莲藕’。”王文娟说。

哪家才是真正的“洪湖莲藕”？
最初，因为缺乏对本地特色农产品

品牌的规范管理，有的企业抢先一步将
“洪湖莲藕”注册为企业商标，这一下子
让莲藕合作社和藕农犯了难：洪湖产的
莲藕，却不能卖作“洪湖莲藕”吗？直到
2018年，“洪湖莲藕”注册成为国家区
域公用品牌地理证明商标，这意味着湖
北的种植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主
体，只要符合标准，都能免费申请使用

“洪湖莲藕”品牌。
“现在湖北产的莲藕，基本都以‘洪湖

莲藕’品牌对外销售。”王文娟说，“洪湖
莲藕”成为企业、合作社和藕农对外销售
时的“金字招牌”，大家卖莲藕的底气更
足了，齐心协力帮助打响品牌知名度。

为进一步加强“洪湖莲藕”区域
公共品牌建设，2024年 8月，湖北有关
部门出台意见，从种植、加工、研发等方
面，确保洪湖莲藕的质量稳定可靠，销
售合理规范。不久后，洪湖市莲藕事
业发展中心成立，负责“洪湖莲藕”品
牌的许可、授权及管理工作。“政府
每年安排1000万元支持莲藕产业发展，
包括品种、品牌和标准基地建设等。”
张献忠说。

放手支持的同时，洪湖也建立管控
机制。“为维护好‘洪湖莲藕’品牌形象，
我们明确品牌申请、审查、标识等要求，
如果在经营、质量等方面出现损坏品牌
形象的问题，会撤销相关主体的品牌使
用资格。”张献忠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目前，洪湖已发
展 35家莲藕及相关产品的加工企业、
56种莲藕加工产品，注册登记莲藕产
业相关的电商经营主体超600家，年产
各类莲藕相关产品 35万吨，综合产值
90亿元。“我们还将加强品牌建设，大
力发展赏荷花、摘莲蓬、品全藕宴的莲
藕主题旅游，不断放大‘洪湖莲藕’的品
牌效应，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洪湖市委
副书记、市长林继军说。

（原载6月16日《人民日报》）

荷塘里走出“金字招牌”
□ 吴君

媒眼看荆州

加压奋进 聚力突破
奋力冲刺“双过半”

（上接第1版）
美的“空冰洗”、云图控股、华鲁

恒升等重点企业争先发力。数据显示，
全市 100 家重点监测企业完成产值
773.3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58.7%，同比增长 14.6%。其中，44家
企业产值增速超 10%，拉动全市工业
总产值增长10.5个百分点。

全市 36个行业大类中，近七成行
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其中，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增速分别达73.7%、56.4%。

今年以来，全市工业战线以“起步
即冲刺”的姿态，深入推进“解难题、稳
增长、促发展”服务企业活动，工业经济
不仅开局实现“开门红”，中局也将顺利
实现“双过半”“硬过半”。

抬升标杆促发展
高精尖设备整齐排列，全自动生

产线有序运转，数控机械手臂灵活抓
放……这是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开足马力抓生产的一幕。

如今，全球每生产6部手机，就有1
部手机的蓝玻璃红外截止滤光片来自

五方光电。掌握核心技术，成为该企业
产品畅销海外，赢得众多全球高端手机
品牌认可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市坚持一企一策，培优
扶强重点企业，着力突破关键技术、研
发拳头产品，让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
笋般茁壮成长。

截至5月底，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速29.8%，较去年同期提高20.5
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提高5个百分点。

既向创新驱动要生产力，又以链式
发展提升竞争力。美的“空冰洗”作为
智能家电产业龙头，带动124家配套企
业发展壮大，形成了从一颗螺丝钉到
整机的完整产业链。荆州市亿卓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是配套企业之一，其新建
工厂与美的“空冰洗”三大生产基地车
程均仅为 10分钟，成为链式发展的生
动写照。

当下荆州，迎来了跨越赶超关键
期、转型升级突破期、内生动力迸发期、
枢纽地位重塑期、干事创业黄金期，随
着发展标杆不断抬升，我市稳增长之路
将加快向“绿色增长”“包容增长”“智慧
增长”全面迈进。

在荆州高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内，
汉宜改扩建中心试验室第一分室检测师
毛金山正在忙碌，他指着用于钢筋、混
凝土质量检测的重型设备介绍：“这些
设备运行时震动冲击力大，对场地要求
特殊。园区非常用心，多次协调设计
方、规划方，最终为我们找到了最合适
的试验楼栋，工作起来安心又高效。”

这份“以企为本”的服务温度，成为
园区吸引企业的“磁石”。荆州市太湖港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园区运营部负责人
介绍，目前，已有近 10家企业顺利落
户，1家材料制造企业准备入驻，还有
10余家意向企业正在洽谈，产业园正
全力向“满园”目标迈进。为了让企业
顺利扎根，园区还积极完善生活服务配
套，规划建设商超等生活服务项目，着
力打造宜居宜业环境。

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荆州高新区
“四大片区”中的研发和跨境电商片区，
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
总投资7.28亿元，包括企业总部、检测
中心、创业中心、科研中心、展示交流
中心、数据中心及千人活动中心等七大
核心功能区，目前，均已投入使用。
产业园采用“政府引导、业主主导、科研
支撑”三位一体的创新合作模式，依托
国际一流硬件设施与全周期服务，全力
构建融合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智能制造、绿色生态及跨境电商的现代
化产业综合体，重点发展农业科技研
发、农业装备研发、种子研发、农业检测
检疫、农业大数据、农业商贸物流和企业
总部运营等。

目前，荆州农科院、水稻技术研究院
等 7家研发机构和企业总部已签订意
向协议，园区集聚了一批现代农业企业、
研发机构，将打造成为政策、科创研发
与龙头企业深度协作的创新沃土。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荆州高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用心服务构筑发展“强磁场”
□ 记者 黄思明 孙颖

夜幕临近，监利市的小龙虾特色餐
饮店又进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一
盆盆色香味美的小龙虾端上餐桌，让忙
碌了一天的顾客大饱口福。

监利市地处江汉平原，南枕长江、
西襟洪湖，水资源丰富，加之与小龙虾
原产地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处于相同
纬度，气候适宜，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的小龙虾肉质
饱满，口感鲜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正是看中了监利小龙虾量大质优
的特点，监利人邹艳梅于 2018年注册
了湖北一号虾铺餐饮有限公司，打造
本土小龙虾餐饮品牌。“我们采取线
上打开知名度、线下把控产品质量的
方式推广品牌，效果很不错。“邹艳梅
的目标是通过打响餐饮品牌，把监利
小龙虾卖到全国。

除一号虾铺以外，监利本地小龙虾
餐饮名店还有农夫卤虾、满口香等，有
力带动了监利市小龙虾产业全面发展。

近年来，监利市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虾十条”文件精神，共打“一张
牌”、同育大产业。2024年，监利市小
龙虾产量达18.24万吨，连续13年居全
国榜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亿元大
关，带动30万小龙虾养殖户增收致富，
实现了“小龙虾”撬动“大经济”、“红产
业”助力“绿发展”。

今年上半年，监利市水产品总量预
计可达17.78万吨，其中，小龙虾14.05
万吨，渔业经济产值67亿元，实现全年
产量和产值目标双过半。

“稻田小龙虾供应即将进入尾声。”
监利市水产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鹏
说，“随着6月下旬到7月初最后一批虾
起捕上市，将开展水稻插秧，真正实现

‘上半年养虾、下半年种稻，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

监利市还大力实施江汉大米品牌
创建“八个三”工程，倾力打造“监利早酒”
品牌，探索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绿色发
展新路子，共绘新时代江汉平原“鱼米
之乡”实景图。

监利小龙虾“钳”住好“丰”景
□ 记者 卢艳 徐欢欢 通讯员 刘帆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文件
的要求，《年产 500 吨 EHT、100吨
BL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的有关规定，现征求受该项目影响并
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体、公众等对
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
hp.cseti.com.cn/?p=184

请于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反馈意见，可填写公众意见后发
送电子邮件。

电话：18986711690
邮箱：174162353@qq.com

湖北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年产500吨EHT、100吨BLA项目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荆州市飞龙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000691764631M）不 慎 遗 失 行
政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

421000079618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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