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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西湖定位农业公园，是从人才、

资源、环境承载力、区位交通等因素综合考
虑的结果。办工业难比西洞庭、汉寿太子
庙，而肥沃的土壤、勤劳的农民，丰富的水
资源，让这片土地农业生产拥有无可比拟的
优势，在西湖西洞庭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对西湖而言恰逢其时、恰乘其势。

龚霞波进一步说明，实现“区域中心、
农业公园”这个目标，光喊口号不行，必须
拿出过硬举措，规划实战路径，有条不紊执
行。就农业公园而言，和城市公园有着本
质区别，需要生产、生活、生态多方面协调
发展，让游客可看、可摘、可吃、可玩，已经
脱离了纯休闲的范畴。为实现这一目标，

班子反复讨论，广泛征求建议，其实践路径
更是集思广益的结果。

龚霞波对实践路径了然于胸，侃侃
而谈。

路径一：打造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重点建设“一镇六园”。“一镇”就是建设
西湖牧业小镇，在创建省级特色小镇基础
上争创国家特色小镇。“六园”就是持续培
育农产品加工园、西湖大草园、芦笋产业
园、精品蔬果园、“稻+”共生园、名贵水产
园，力争成为省级特色园区。

这六园，记者大多数进行了踏访，发展
都已成型，规模正逐步扩大。譬如，牧业小
镇就是全省12个特色小镇之一，德人牧业
在长江以南种植紫花苜蓿，像澧县葡萄一
样，改写了这种高蛋白质牧草南方难以成

活的历史，一年能收割七茬，目前供不应
求，亩平纯收益在1500元以上，正因如此，
西湖成为了去年全国第三届青贮及牧草保
存学术交流会会场之一。

路径二：打造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重点
建设“一镇六化”。“一镇”就是在创建国家
卫生镇基础上创建全国文明镇，“六化”就
是构建城乡公交一体化、城乡生活垃圾处
理一体化、城乡安全饮水一体化、城乡教育
卫生一体化、城镇住房市场化和乡村住宅
集中化的新格局。

去年年底，记者被西湖为民办实事的
举措效果吸引，大部分实事是这“六化”的
内容，绝大部分“开了花结了果”。如西湖
在安全饮水提质上倾尽全力，分镇区向农
村延伸，从抽取地下水向使用地表水过渡。

西湖中心小学名校工程逐步实施，特别是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执行的清扫保洁持久战、空
心房拆除攻坚战、改水改厕运动战等难度
大，但执行后群众齐声叫好、纷纷点赞。

路径三：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示范区，重
点建设“一镇六带”。“一镇”就是在创建环
洞庭湖特色镇基础上打造滨湖休闲小镇，

“六带”就是打造澧水外滩风光带、酉港河
风光带、新港河新北河风光带、军垦文化展
示带、传统农业体验带、西柳公路美丽乡村
示范带。

多次深入西湖采访的记者们，对路径
三感受最深。四季转换，四季皆美，四季可
赏，四季可玩，是西湖农业的最大特色，也
是西湖人发家致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生动写照。

这三条路径，经过西湖人最近几年努
力，骨架都已拉通，建设可圈可点，正在逐
步“装饰”，必将呈现更多的惊喜。

龚霞波强调，西湖的路够宽，西湖的水
够清，西湖的花够艳，西湖的果够甜，但与

“区域中心 农业公园”的愿景仍然存在一
定差距。

龚霞波最后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下，今后国家有望实现城乡之间资本、土地
（特别是宅基地）、人才等生产要素之间的
自由流动。我们相信，有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西湖人以党建引领，持之以恒突出
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大攻坚
战、民生实事等主攻方向，西湖必将焕然一
新，成为常德大地上璀璨生辉的梦里水乡
和移民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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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吃，真还没有人不喜欢笋的，尤其是品种繁
多的竹笋，更是餐桌上的“常客”。

讲到芦笋，很多人以为是芦苇笋（像竹笋一样，有
节、中空、味道也不错），其实这是天大的误区，真正的
芦笋中间是实心的，但不紧密，吃起来很脆，那种淡淡
的香味特别令人回味。

芦笋和芦苇笋在植物分类上有较大差别。芦笋
属百合科，而芦苇属禾本科。芦笋在国际上有“蔬菜
之王”的美称，营养价值高，具有润肺、镇咳、祛痰等功
能，是一种传统药材，而芦苇笋好像比较平常，只有住
在河边的乡里人家食用。

芦笋产业园是西湖精心打造的产业园区之一，市
农业农村局近几天通知该园负责人，可免费在高速公
路上打广告，因为芦笋是重要的蔬菜品种。该园由自
然人王铁青、周继新、刘斌、夏亮明共筹资160万元，村

集体投资20万元建立，2014年成立常德市西湖管理区
穗丰芦笋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西湖区丰润农业有限公司以大棚出租方式投资
100万元建成高标准大棚129个，现合作社建有110平
方米板房，170平方米厂房和65立方米冷库，150亩大
棚，现有员工28人，每年农民就业收入接近80万元。

记者前后两次踏访芦笋园，笋尖从土地冒出
来，像新出的竹笋一样长得比较快，通体碧绿，有花
状笋尖，小拇指粗，没有包叶没有节，采摘之后，员
工们会将芦笋节整齐，绑成一把把的放入冷库。

据了解，目前湖南省芦笋面积不到3000亩（种植3
年后才出笋，有一定难度），每斤芦笋产地批发价至少
在 6 元以上（市场价至少 12 元以上），呈供不应求之
势。西湖有信心在5年内将芦笋园区规模扩大到1000
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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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奇斗艳话示范

本报讯（记者 罗远文 冯顺前 通讯员 刘卫平）阳春三
月，西湖管理区一场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的粮食生产“战
役”在肥沃的土地上打响。这段时间，翻耕农田的“铁牛”，运
输肥料的“手拖”，见风就长的秧苗，成为这个“农业公园”最靓
的看点。

作为西湖西洞庭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的主体之一，西
湖正向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目标挺进。近些年来，
西湖示范区有序调整产业结构，在牧草产业、果蔬产业、名贵
鱼养殖产业和设施农业上大步迈进，应用新技术，申报新专
利，赢得高产出成为主旋律。

今年，国家将粮食生产摆在突出位置，粮食主产区必须确
保种粮面积达到考核指标。完成上级指令任务没有价钱可
讲，该区立即下发《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指导意见》，将任务分
解到乡镇村组，明确区乡（镇）村组责任人，除严禁耕地抛荒
外，严禁在基本农田植树、种草、挖鱼池，规范稻渔综合种养，
严格执行稻渔综合种养沟坑占比不超过10%的技术规范。确

保水稻生产功能区至少种上一季水稻，避免功能区“非粮化”。
该区决定，80%的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资金，集中用于

100亩以上的生产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双季稻生产；
国家双季稻补贴的70元/亩和国家稻谷价格补贴由管理区统
一调控，用来发展以双季稻为主的粮食生产。区统一调控后，
确保双季稻生产补贴达到200元/亩，对实行机插、机抛的另行
按相关政策给予补贴。对专业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优质稻生产和推广机插、机抛、水肥种药机直播一体化等技术
的给予优先支持。扶持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及农业社会化
专业化服务组织，围绕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代耕、代种、代管等服务，促进传统农业
转型升级。

该区决定，完不成粮食任务或发现连片抛荒10亩以上的
乡镇村组，停止安排有关农业项目一年，并上报纪检监察部
门，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

记者从该区粮食任务分配表中看到，该区今年落实粮食
面积76376亩、计划总产量3.21万吨。

西湖，作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在农
业产业品种引进、技术创新等方面表现突出，
逐步赢得了口碑、赢得了市场，为创建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打下了基础。

此次踏访西湖，记者一行在劳动密集程
度更高的中小“示范园”内穿梭，期待这种现
场式体验，能够带给受众不一样的感觉。

3月中下旬，沿西湖管理区西柳公路美丽乡村
示范带驱车行驶，只要不闭上眼睛休息，楚峰梨园
必定让你兴趣大开。为何，那一朵朵洁白的梨花，
那五六百亩同时盛开的梨花，阵阵清香沁人心脾，
除了罕见，还是罕见，除了想见，还是想见。

如果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但楚峰梨园
可能会颠覆你的观念，因为随着季节转换，这里的
风景也在悄然变化，能够给你带来不同的气息。花
儿谢了，会长出果实，果实大了，可进园采摘，更叫
绝的是林下经济富有特色，黑色的鸡、白色的鹅，嘎
嘎嘎嘎、咯咯咯咯叫个不停，仿佛是欢迎远道的游
客，又像是讴歌主人的辛勤。

常德楚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常德市西
湖管理区西洲乡裕民村，成立于 2017 年 1 月，注
册资金 5000 万元。公司经营流转土地 1200 余亩

（其中贫困户 327 亩），现有管理人员 13 人，主要
经营肉牛养殖、翠冠梨种植及林下家禽养殖等三
大产业。

楚峰重视科技投入，注重品牌创建。2019年，
楚峰成功举办首届梨园文化节消费扶贫活动，“农
果叔”牌翠冠梨在常德有了一定知名度和美誉
度。去年，楚峰销售肉牛212头，销售收入390万
元；家禽销售4000多羽，销售收入65万元；翠冠梨
销售10万公斤，销售收入153万元。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诚信惠民”的企业宗
旨，采取“公司+基地+技术+农户+销售”的经营
模式，每年为当地带动 130 人以上劳动力就业。
去年，楚峰通过流转土地租金、扶贫项目分红、务
工等增加裕民村贫困户 52 户、132 余人收入共计
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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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旋耕机具耕田忙。

图二：城里孩子在紫云英花田里玩得欢。

图三：楚峰农业梨园敞放鸡、鹅等家禽，林下经济很火。

图四：绿祥农业大棚内西红柿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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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远文 冯顺前
通讯员 刘卫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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