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吴述明）石家河镇石北村，全村一

半以上的土地为丘陵坡地，长期以来，因为灌溉不便，地势稍高

的农田只能种点黄豆、玉米，或者干脆荒芜着。8 月 21 日，记者

在该村看到，连绵的几块坡地上，一株株果树苗错落有致，簇拥

在果树周围的，则是大片已经结穗的稻谷，远远望去，满眼苍

翠。荒坡披绿装，变化从何来？

“这里是我们新开发的林果基地，以双臂梨为主，还有果冻

橙、山下红等品种。”华丰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华平介绍，

2019 年，合作社在省农科院专家指导下，在石北村流转土地 300

亩，兴建“双臂棚架梨”基地，利用丘陵高地发展林果经济。

果树进入挂果期需要 4到 5 年，这期间，群众如何增收？依

托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技术支撑，今年，合作社开始

尝试在林果基地套种旱稻。

旱稻又叫陆稻，是由水稻在无水层的旱地条件下长期驯化演

变形成的一个生态型作物，既能在旱地种植，也能在水田或洼地

种植。

吴华平介绍，种植旱稻只需要普通水稻灌溉用水量的三分之

一，田间管理也比较简单，施肥少，同时，在果树基地套种旱

稻，还能防止田间杂草乱生，可以说兼具经济和生态效益。

“根据果树生长周期，旱稻可以套种 4 年，此后再改种半夏

等矮秆作物，直至果树进入丰产期。”吴华平说，这一季旱稻大

概 9月中下旬收割，预计亩产 500 公斤左右。

近年来，华丰合作社积极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始终围绕

粮食做文章，先后尝试虾稻、瓜稻、再生稻到现在的果稻等模

式，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双赢。

华丰合作社探索“粮果套种”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具
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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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吴述明） 8

月 25 日上午，市委书记庄光明在城区调

研创文工作，他强调，要紧盯创建目标，

坚决压实责任，争分夺秒、从严从细，

抓整改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全力冲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领

导汪发良、刘艺新、张华忠、涂季、王

军辉参加调研。

新城夜市存在餐厨油污重、垃圾清

理不及时、乱贴乱画等问题，庄光明一

行实地察看市场环境卫生，现场研究整

改措施。他要求，要迅速组织人员、装

备，找准措施，集中精力对夜市环境卫

生进行整治；要通过加强宣传、激励，

动员商户主动做好摊位卫生、共同维持

市场整洁；要及时转运清理餐厨垃圾，

加强常态化管理，着力规范夜市经营秩

序。

庄光明一行还来到公园社区 1 组

和 2 组小区、龙潭 3 小区、竟陵中街，

沿途边走边看，了解背街小巷环境整

治、秩序管理、标识标线施划进展情

况，对发现的排水口堵塞、乱搭乱建、

垃圾箱周围清扫不彻底等问题现场提

出整改要求。庄光明强调，要以“马

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迅速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同时举一反三，

对其他地方相关问题也进行全面排查；

要更加注重细节，不断加强精细化管

理和动态管理，从源头上治理“脏乱

差”现象，让城市越来越整洁、越来

越有序、越来越文明，人民群众生活

品质大幅提升；要进一步加强巡查，

抓好薄弱环节整治提升工作，强化责

任落实与追究，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

位。

庄光明调研创文工作时强调

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全力冲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起泡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阴暗潮湿的生产环境、蚊蝇飞舞，泡菜

卫生问题也因此受到人们诟病。

在湖北红日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泡菜腌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智能化的

生产车间内几乎看不到人，泡菜清洗之

后从切割开始，全程机械化操作，几乎

不需要与人接触。

红日子公司创建于 1999 年，从一

家泡菜作坊一步步成长为全国泡菜行业

龙头，年加工泡菜过 10 万吨。公司董

事长张平安说，我们立志做“中国健康

泡菜”，努力打造区域泡菜品牌。

智能工厂腌出放心泡菜

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口罩、帽

子，走进宽敞的恒温车间，3 条全自动

灌装生产线上，切割好的豆角、大白

菜、黄瓜等被筛选、清洗、腌制、称

重、包装、码垛。

生产车间负责人丁光武介绍，红日

子泡菜生产车间按照“十万级”洁净标

准打造，除了进出通道的多道门禁，唯

一与外界相连的就是通风口，所有进入

或排出的空气都要经过净化，确保生产

车间内的环境达到食品级标准，排放的

气体也不会造成空气污染。

在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上，红日子建

造了 10 万级洁净灌装车间、自动配料

车间以及原料浸泡、辅料蒸煮洁净车间

等，解决了二次污染和交叉污染的问

题，确保了产品质量的安全性、产品的

稳定性和各类风险的可控性。过去，公

司 300 多名员工年加工泡菜 5 万吨，如

今，坐拥两栋智能化生产车间，100 人

即可年加工 20万吨泡菜。

在智能化生产车间内，有一间房间

被金属罐和管线占满，这是智能化生产

车间的大脑———全自动灌装生产线。

“这是目前国内同行业最先进的泡菜生

产线。”丁光武说，过去在配料时，工

人们全靠记忆，需要十多个人加工，偶

尔还会弄错。现在，有了全自动配料车

间，只需输入参数，从称重、计量到添

加都由电脑控制，非常精准，口味也更

稳定。

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健康安全

泡菜行业要发展壮大，并非简单的

扩规和生产。食品安全是首先要迈过去

的“一道坎”。红日子发展至今，年加

工销售泡菜过 10 万吨，产品不仅走进

了各大商超，而且成功“飞”上了厦

航、南航的客舱，成为航空餐配套食

品，该企业是如何做到的？

在张平安看来，做食品行业，就要

让顾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加强产品

质量监管，必须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健

康安全。

在多宝镇双桥村 7 组，一座连栋保

温大棚已初具规模，这是红日子富硒农

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 6 月刚刚建立

的育苗基地，总投入 300 多万元。合作

社负责人吴汉平说，保温大棚可为群众

提供集中育苗服务，最终是为了通过源

头管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实上，在 2012 年以前，红日子加

工的原材料主要从外地采购，此后才逐

步转向天门地区。吴汉平说，打造种植

基地主要是为了产品质量安全，同时也

可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对于产品质量安全的追求，红日子不

遗余力。自成立之初，企业就成立了 20

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在产品研发和保质

期等方面投入数百万元，在产品开发上融

合现代发酵工艺与古法腌制，打造绿色、

环保、健康、美味、安全的泡菜。

多年来，围绕泡菜制作工艺等研

究，该企业共申请新型实用专利 19 项，

仅 2019 年在产品研发等方面投入就达

600 多万元，保质期从最初的 6 个月提

升到了 12 个月，产品抽检合格率由 5

年前的 90%提高到了 95%以上。

订单种植促进农民增收

助力地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农民增收，是红日子一直坚持做的一件

事。

先看一组数据，红日子年加工泡菜

10 多万吨，在天西片区订单种植面积

4.5 万亩，覆盖农户 5000 多户，户均收

入过 2 万元，2017 年以来已成功帮助

100 多户贫困户脱贫摘帽。

多宝镇刘夏村种田大户夏磊从 2014

年开始与红日子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他

说，订单农业风险低，有企业兜底，不

怕滞销。夏磊今年种了 380 亩白菜，一

部分走合作社，一部分走市场，亩均纯

收入在 2000 元以上。

多宝镇风景新村 2 组贫困户丁志忠

种了 2亩多地，从 2017 年开始，他与红

日子合作社签订订单种植协议，由合作

社免费提供种子、肥料、农药、薄膜

等，并以合同价对种植的农产品进行收

购，如今已成功脱贫出列。

近几年来，红日子依托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逐步把种植基地往天门周边布

局，有效带动了区域农业产业发展。吴

汉平表示，合作社计划发展订单种植面

积 10万亩，辐射面积 30 至 50 万亩。

红日子：立志做中国健康泡菜
●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 付磊磊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鄢紫通讯员刘小寒）近日，在张港

镇同兴村新满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扶贫基地，市脱贫攻坚志

愿服务队队员协助该公司向张港镇 10 余名贫困户免费发放了一

批蔬菜种子。

据了解，此前，该公司为张港镇 58 户贫困户免费赠送过花

菜、甘蓝等种子。除赠送蔬菜种子外，公司还以较低的价格帮助

贫困户进行育苗。

新满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蔬菜育苗、种植、收

购、农产品信息发布等。从 2018 年开始，公司吸纳了 12 名贫困

户在基地季节性务工，并提供蔬菜育苗种植技术培训，解决了其

就业问题，同时也调动起他们发展生产的内生动力；还建立了贫

困户蔬菜种植基地，

为贫困户增收提供

了平台。

送种子送技术

新满园助贫困户增收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慧遐） 8 月

20 日，市政府召开全市 2020 年油菜轮作试

点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油菜轮作试点工

作。

今年油菜轮作试点工作将突出开发冬闲

田扩种油菜，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化

生产，加快秋播生产环节“种肥药机”技术

集成和“345”模式、免耕飞播等适应冬闲

田开发的绿色高效技术模式示范推广，拓展

油菜的油用、菜用、肥用、花用、蜜用、饲

用等多功能，发挥油菜养地作用和生态效

益，健全全产业链绿色优质高效生产模式。

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搞强

迫命令。对扩种面积大、种植水平高的农户

和新型经营主体加大支持力度，适当补助播

种环节的生产投入。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

通过土地流转、托管、耕种服务等多种形式

带动农户参与规模经营，发展订单生产，建

立利益联结紧密的油菜生产经营体系。试点

过程中，将采取政府采购、以奖代补等方

式，组织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机械化

作业。

2020 年油菜轮作试点项目总资金

846.7761 万元，补助资金重点用于油菜播种

环节（种子、肥料、机械作业服务等），油

菜种子和油菜基肥通过政府采购按任务面积

统一发放，机械化作业服务以“以奖代补”

的形式给予补助。补助标准为亩平补助 150

元。补助面积为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全市

试点区域组织扩种油菜 5.645 万亩。补助对

象为试点乡镇扩种油菜面积集中连片超过 300 亩以上的新型经营

主体。

目前，我市突出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优先选择扩种潜力大

的佛子山、石家河、九真、皂市、胡市、净潭、卢市、干驿、马

湾、小板、杨林、多祥、麻洋、横林、彭市、岳口等 16 个乡镇

组织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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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 日，在天岳路旁二水厂加压泵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修建清水池。该项目是第二水厂配套加压设施，计划总投

资 4646 万元，建设 2 座 2 万立方米的清水池及相关配套设施，整体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供水高峰时期的用水紧张、水

压不稳等问题。（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付磊磊摄）

建设加压泵站

天门日报讯 （全

媒体记者邓慧遐） 8

月 21 日，“荆楚优

品（天门） 出口转内

销展销周”活动启动

仪式在国贸举行。

在启动仪式上，

“荆楚优品 （天门）

出口转内销专区”开

业迎宾，稳健医疗

（天门） 有限公司、

武汉天榜氧传感器有

限公司、湖北亿业塑

胶有限公司、市天申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湖北巴萨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市全盛

禽蛋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市鑫天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湖北吉源

农产品有限公司等 8

家外贸企业分别在各

自的展台展出相关商

品，记者在现场看到，棉柔巾、鸡蛋、

苹果、梨子、小龙虾、箱包、汽车配

件、口罩、墙纸壁纸等产品受到不少市

民的青睐。

据悉，这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

见》，组织引导我市外贸企业与商超、

电商企业对接洽谈，鼓励和支持商超、

电商企业采购销售、宣传推介我市外贸

企业出口转内销商品，通过“线上 +线

下”双线发力，帮助我市外贸企业拓展

国内市场，稳定生产销售，稳定外贸基

本盘。同时，按照“同质同标同线”要

求，将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对接，提升

消费品质，激发消费潜能。

荆
楚
优
品
︵
天
门
︶
出
口

转
内
销
展
销
周
活
动
启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