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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昕力）3年投资25亿元，深圳诺普信依托岳阳特色小镇
建设平台，打造“岳阳稻虾米”、“岳阳小龙虾”区域公共品牌；投资7000万
元，岳阳新宏生态养殖公司联手蟹虾小镇湘阴县鹤龙湖镇，打造2万亩蟹虾
综合种养基地。2018年来，一批推动性强的大项目、支撑性强的好项目集
中入驻，带动特色小镇产生了“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效果。

乡村振兴最根本的是产业振兴。初步统计，2018年，20个特色小镇主
导产业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其中蟹虾小镇（湘阴县鹤龙湖镇）同比增
长57%，龙虾小镇（君山区钱粮湖镇）同比增长54%，芥菜小镇（华容县三封
寺镇）同比增长20.4%，竹器小镇（临湘市羊楼司镇）同比增长18.8%。

一手抓农村“空心房”整治，着力解决农村“美”的问题，另一手抓农业产
业化特色小镇建设，着力解决农业“强”的问题。2018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立足实际市情和责任担当，市场导向，奖补激励，开展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
创建，打造一批产业强、环境美、品牌响，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特色小镇，通
过产业小镇，实现产业集聚，带动产业振兴，打造“鱼米之乡”升级版，促进农
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各特色小镇通过创建平台，扩大影响力，提高了美誉度，促进了产业发
展。据初步统计，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创建镇主导产业新增种养面积44670
亩，新增新型经营主体7家。突出项目带动，通过新上一批项目发展特色产

业、改善人居环境、夯实基层基础，带动特色小镇创建。目前，全市20个特
色小镇在建项目133个，投资额度51.78亿元，已完工项目32个。

我市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建设，从产业业态、人居环境、基层基础三
个维度同步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对标。目前，酱干小镇、芥菜小镇、
竹器小镇、粽香小镇、甜酒小镇、黄茶小镇、龙虾小镇等20个创建镇创建工
作争妍斗艳，各美其美。每个特色小镇都在推进村民建房规范化、“空心
房”整治常态化、基础设施便捷化，追求堡垒作用发挥好、传统文化继承
好、文明新风弘扬好，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发展中的“领头雁”。

2月12日，在羊楼司镇中国竹艺城内的湖南竹海炭
生源企业厂房，4条全自动生产线正在快速运转，工人
们熟练地将“新鲜出炉”的炭化板材搬运到一旁打包堆
码。寒冷的天气与生产的热火朝天，形成鲜明的反差。

作为全省三大竹加工产业带之一，临湘市以创建岳
阳农业化特色小镇为契机，举全市之力推动“竹园”建设
发展，着力打造竹产业“百亿经济”。仅一年时间，竹木
家居创新创业园9栋12.2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竣
工，先后引进的5家规模企业全部竣工投产，预示着这
艘承载着临湘竹业腾飞梦想的“航母”已经起航。

为了加快产业集聚发展，临湘市坚持主攻园区，培
育龙头，实行“店小二”式服务。2019年来，临湘市委书
记谢胜,市委副书记、市长提名人选廖星辉先后3次到羊
楼司镇调研指导，特别是1月19日，即谢胜、廖星辉在临
湘工作的次日，就深入到羊楼司竹木家居创新创业园进
行调研指导，充分体现了临湘市委、市政府对竹产业发
展的一贯重视以及做强竹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目前，羊楼司镇“三园一城”产业布局初具雏形，竹
木家居创新创业园、笋竹食品冷链物流园、竹类交易物

流园、中国竹艺城的建成运营，让过去的“十里竹市”蝶
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竹乡”。如今的羊楼司竹器厂
房林立，商铺鳞次栉比，竹制品远销全国各地，仅竹木加
工企业就有600余家，其中规模企业26家，产品涵盖竹
家居、竹建材、竹工艺品6大系列480余种。其中，竹床、
竹椅等小家具类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5%，竹业年产
值达35亿元。

“家有一园竹，全家都幸福。”这是羊楼司镇竹农间
流传得最多的一句话。近年来，羊楼司镇新建4个万亩
楠竹丰产林示范基地，抓好优质竹资源培育，是羊楼司
竹器小镇延伸产业链条，谱写竹文章的第一笔。今年
54岁的如斯村村民邓小平，种植了3000亩楠竹，他与村
民联合成立惠安林业合作社，通过科学管理施肥浇水，
促成春笋冬发。今年鲜笋采摘期间，该合作社共收购鲜
笋31万斤，高峰期达到每天2.9万斤，年产9吨干笋。小
小竹笋成了竹农增收致富的新资源。

竹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让电商“乘网而上”。2013年
6月，大学毕业生沈园回到家乡做起了电商，成立了“竹
居客生活馆”。经过几年的发展，27岁的他已经成为该

镇电商领域的“大老板”。谈到未来的发展，沈园充满了
信心：“我们镇每天有6000多个订单，就拿我们竹居客来
说，旺季线上每天能销售近800单，今年的销售额已经达
到1300多万元。”据统计，截至目前，该镇共发展有100多
家电商，以竹产业为依托，该镇已有60多家电商入驻中
国竹艺城，正在努力打造中国竹艺城电商产业园。

连绵起伏的竹海成为旅游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乡村
采摘游、生态游、民宿游、朔溪游受到游客热捧。2016
年村民潘冬赐在全村第一个办起了农家乐“瑶乡情”。

“瑶乡情”竹楼年均给潘冬赐一家带来收入近 200 万
元。在他的带动下，龙窖山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发展，现在已经有16户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创业致富。

竹旅融合让万亩竹海“活”了起来。近年来，羊楼司镇
以竹为媒，相继承办了野樱花、油菜花节暨湖南省摄影大赛，
举办了瑶族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逐步形成“秘境龙窖山、寻
根瑶祖源”旅游文化品牌，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以上。

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小作坊”走向“大产业”，
“中国竹器之乡”长风破浪推动乡村大振兴、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高质量。 记者 刘克宏

“农字号”特色小镇领跑乡村振兴

““十里竹市十里竹市””
蝶变蝶变““中国竹乡中国竹乡””

竹椅生产工人忙得不亦乐乎 丁会云 摄

半年的时间能够发展什
么？建设什么？改变什么？
2018 年 ，180 天 的 日 积 月 累 ，
570 万岳阳人在市委、市政府带
领下，一手抓农村“空心房”整治，
突出解决外在形象问题；一手抓农
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建设，突出解决
内在实力问题，生动地谱写了一曲乡
村振兴壮歌。以君山区钱粮湖镇、临
湘羊楼司镇和华容三封寺镇为代表的
一批特色小镇迅速崛起，真正实现了
既有“高颜值”，又有“高素质”。

一场交响乐的主旋律，通常是由序
曲奏响的。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发展
问题，市委、市政府适时而动，高瞻远瞩
地提出了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战
略，制订出台了《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
镇工作方案》，核心内容是以特色农业产
业为依托，大力创建一批特色小镇，引导
农村朝“宜居、宜商、宜业、宜养、宜游”目
标迈进。

近半年的实践表明，通过创建农业
产业化特色小镇，拓展了农村发展空间
平台，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现
代农业发展的新平台，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岳阳乡村振兴之路。现在，加快
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已经迈入加
速道。

加快创建特色小镇，不能“造花瓶”，
也不是“摆盆景”，必须坚持“里外兼修”

“建管并重”。各级各部门要继续落实
好《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工作方
案》，充分挖掘当地产业特色、延伸农
业产业链条，加快三次产业融合，创建
出更多产业强、环境美、品牌响、生产
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

加快创建特色小镇，既要强力
推进、大干快上，但又不能急躁冒
进、一哄而上。一定要坚持规划
先行，突出市场导向，注重以创
促建，做好结合文章，让产业特
色更明，人居环境更美，乡村
治理更好，示范效应更强，推
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
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
篇章。

加快创建特色小镇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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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艺城

春来一时，水暖三分。华容县三封寺镇2000亩绿
意葱茏的标准化芥菜种植基地里一派生机。

100 多名菜农在基地里劳动。在春寒料峭的冷风
中，村民白湘池头上冒出了热汗，他小心翼翼地把前段
时间冰冻损坏的黄叶子打掉。以前，他种了30多年棉
花，因效益越来越差，他一度准备外出务工。自从镇里
重点发展芥菜产业后，他选择改种芥菜，当年收入增长
了3倍。“收入不错，不出去了，我们村很多在外面打工
的人也回来了。”他说。

像白湘池一样，三封寺镇的农民也经历过产业结构
调整前期的彷徨。随着传统农业比较效益持续走低，许
多青壮年劳力前些年外出务工，乡镇没有产业，村庄没
有人气。三封寺镇党委书记张哲君告诉笔者，按照县
委、县政府的战略部署，该把产业发展和乡镇建设结合
起来，打造特色产业小镇，乡村这才活了起来。

依托华容县芥菜产业的发展壮大，三封寺镇如今拥
有1万亩芥菜种植基地，引进了从事芥菜加工的4家龙
头企业，年加工规模达到10万吨。“去年实现总产值7亿
元，带动就业3万多人，老百姓收入高了，越来越多年轻

人回流了。”说起这个，张哲君一脸自

豪。
华容县农业局局长王仲湘告诉笔者，华容所产的大

叶芥菜植株硕大、茎多叶厚、质地脆嫩，经腌制后色泽淡
黄、微酸爽口、咸香扑鼻，很受消费者喜爱，市场前景很
好。芥菜产量大，亩平均收入能达3000多元，比其他一
般农作物高出800-1200元。

产业发展，芥菜产业在本世纪初也遇到了新的困
境。由于芥菜价格上涨，大量芥菜腌制加工企业和作
坊涌现，光是企业和加工大户达数十家，小作坊更是不
计其数。这些加工主体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管理
不到位，没有形成统一品牌，市场竞争力较弱；部分农
户在田间地头直接腌制，腌制废水流入菜地，污染了农
田环境。

改变“小散乱”现象，实现升级产业尤为迫切。近年
来，华容县不断清理整顿，关停不合格加工企业12家，
鼓励兼并重组，逐步整合小加工厂和小作坊，培育发展
一批龙头企业，帮助技术改造提质，仅仅2017年就帮助
企业新建 800 个标准腌制池，引进全自动真空包装设
备，新建标准示范基地1000多亩。

生产环节优化后，华容县引导企业加强对芥菜种
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全程监控。目前已有18万亩芥菜

通过无公害产地认证，建立起质量可追溯体系，从源
头上把好质量关。如今华容

芥菜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成为
全国最大的芥菜生产基地，“华容芥菜”成为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2018年产业总产值超过50亿元，产品销售
覆盖全国各地，部分加工品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
新西兰、加拿大等国。

据悉，以华容芥菜为原料的方便面酸菜风味包每年
销售30亿包，“统一”“康师傅”两家方便面企业大约有
60%方便面风味酸菜包来自华容。

“产业做大做强的最终意义，在于带动农民脱贫致
富。”华容县委书记刘铁健自信地说。

目前，华容芥菜产业吸纳从事生产加工、销售、运输
的农民达到6.8万人，华容县每4名劳动人口中，就有1
人从事芥菜生产、加工及相关产业。华容这棵小芥菜已
经成为富民大产业。 （刘克宏 吴巍伟）

小芥菜成为富民大产业小芥菜成为富民大产业

“这段时间气温骤降，要注意护苗，如果结冰要破
冰，水温低了要加水，为虾苗提供能量，保证虾苗的成活
率。”春节期间，君山区采桑湖龙虾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肖
海书正在利用农闲时间上门入户为钱粮湖镇虾农“传经
送宝”。

“龙虾可是我们的致富之宝啊！”在君山区钱粮湖
镇，当地村民依托洞庭湖的优良环境和水源丰富等优势
条件，大力发展清水小龙虾产业，共同走上致富道路。
随着龙虾产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养虾的
积极性，也吸引了一大批在外务工的老乡回家改行创业。

2018年9月，岳阳市委、市政府启动农业特色产业
化小镇创建工作。君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将钱粮
湖镇申报为小龙虾特色小镇创建单位。成立了以区委
书记、区长为组长的高规格建设领导小组，“点、线、面”结
合，立体式规划钱粮湖镇产业功能区。点上规划了垂钓
体验中心、生态虾蟹交易市场、龙虾主题公园、龙虾城、龙
虾主题民宿、钱粮湖博物馆等；线上规划了“餐饮垂钓、特

色小吃、农需产业、旅游民宿”四条街道；面上规划则以小
龙虾为产业龙头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区、生态休闲旅游
区、高效农业示范区、商贸居住服务区”四个发展片区。

钱粮湖镇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空心房”整治成
效，依靠14万亩耕地及现有7.15万亩龙虾养殖规模和

“三省道一高速”的良好区位优势，坚持“政府引导、民间
组织、市场运作”，大力培育和发展龙虾产业，立志打造
龙虾小镇。与此同时，该镇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
打造“五个一”工程：一是打造一个交易平台。打造一个
含58个专用集散档口（总计2964㎡，预计日交易量可达
580吨）的龙虾集散中心。目前，集散中心已有“友谊水
产、长江水产、展志虾行、开源物流、旺旺小龙虾、正大集
团、敖威虾行、金江水产公司”等多家企业入驻。二是建
设一个服务中心。利用闲置办公楼，建设完成一个集

“龙虾销售、龙虾培训、产品展示”于一体的服务平台。
三是升级一批种养基地。初步建成280余亩垂钓中心，
200亩南美对虾养殖基地，1600亩虾蟹混养基地。另外

正大集团规划建设1000亩示范基地，
诺普信公司规划建设2000亩虾稻共作产业园。进一步
完善“公司+协会+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协会走出
去、能人引进来”，力争在两年内将周边养殖面积辐射拓
展至30万亩。四是唱响一个知名品牌。利用2016年10
月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国家地理认证标志的“采桑湖小龙
虾”，积极申报“钱粮湖小龙虾”国家地理认证标志，同步
擦亮兴臣山商标下的“六门闸风干鱼、三分店土鸭、风味
牛肉、特色驴肉、马颈河小辣椒”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名
片。五是扩建一个综合虾城。坚持文化引领，旅游先
行。以“洞庭湖沿湖大堤-六门闸鱼都”为核心，利用“泄
洪闸、六门闸口、采桑湖、芦苇荡、湿地观鸟”等自然风
光，在推进全域旅游过程中，注入龙虾元素，打造生态龙
虾旅游公园及汀兰别院龙虾主题民宿。

现在，钱粮湖镇已成立14个专业合作社，龙虾养殖
面积达到7.15万亩，带动2000多农户参与龙虾养殖，综
合年产值达5.8亿元。 （王 琼 胡 敏）

将龙虾养殖扩大至将龙虾养殖扩大至3030万亩万亩 芥菜加工

““五步走五步走””

钱粮湖镇龙虾一条街成为美食地标性区域 王 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