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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门打造特色蔬菜产业链
“自从花椰菜成为农产品地理标志，我

们农业经营主体就放心大胆地发展种植。”

不久前，湖北天门市张港镇天门新农春合作

社理事长陈小兵告诉记者，获得地理标志的

农副产品实现了较高的产业价值和社会效

益，不仅更受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而且经

济收益更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天门市位于富饶的江汉平原，是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市、全国双低油菜生产大市。近

年来，天门坚持开发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品

牌，依托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围绕“蔬菜”

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抢占发展新赛

道，强链补链，高质量建设国家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同时，天门市将蔬菜产业作为乡村

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立足乡村

产业发展实际，着力发挥产业区位、气候特

点、农民习俗和特色资源等优势，发展壮大

蔬菜产业，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力争打造集

绿色生产基地、加工类龙头企业、线上线下

交易平台、冷链物流网络、科技创新平台、优

质特色品牌等多链条于一体的华中地区蔬

菜集散基地，实现“买全国、卖全国”的总体

目标。近期，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将向天门市

授予中国华中地区蔬菜集散基地这一荣誉。

在 天 门 新 农 春 合 作 社 ，大 力 推 行“ 玉

米+毛豆+花椰菜”“玉米+玉米+松花菜”种

植结构，亩平均收入达到 8000 元至 12000

元，比传统种植亩平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农产品地理标志、中国地理标志商标‘和

玉’牌花椰菜是增收主导产品。”陈小兵说，

至去年年底社员家庭收入（含种植与社内务

工）平均达到 15 万元，人均纯收入 19580 元。

“在确保粮食安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和产量的基础上，天门大力打造农产品地理

标志品牌，促进蔬菜等特色产业发展，加快

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迈进，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天门市有关负责

人表示。

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天门市依托自

然资源禀赋、浓厚的人文历史和特定的生产

方式，造就了张港花椰菜、多宝萝卜、拖市土

豆、天门半夏、天门荸荠、九真慈姑、义河蚶

等一批特色产品，涵盖了粮食、蔬菜、药材等

品类，不少产品远销海内外。

其中，张港花椰菜从“提篮小卖”到“盛

装远嫁”、天门黄豆从鲜有人知到声名远扬，

都是地理标志这一“金名片”发挥了重要

作用。

张港镇是天门蔬菜种植大镇，其中，全

镇 1.2 万余户从事花菜种植，常年种植面积

达 7 万余亩，产量近 20 万吨。

“放在以前，这样的规模想都不敢想。”

张港镇工作人员施松郅说，多年前，张港镇

以种植棉花、小麦等为主，蔬菜只有各家各

户零散种植，产量上不去、卖相不好、市场打

不开。

“过去不敢扩大种植面积，自从有了地

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就再也不担心

花菜卖不上价钱啦。”鑫天农业总经理涂乙

加说。

鑫 天 农 业 旗 下 最 大 的 花 椰 菜 合 作 社

——三新花椰菜产销专业合作社自有 2000

亩核心基地，同时覆盖周边菜农 1.2 万亩基

地，主要从事花菜、毛豆和西蓝花种植。理

事长关文章说，鑫天公司以“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生产的“和玉”牌

花椰菜，通过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中国地

理标志商标”认证，引领了天门市特色蔬菜

产业发展，辐射带动张港镇及周边地区种植

蔬菜 30 万亩，走出了一条标准化种植、规模

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的发展之路。

天门市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形成集育苗、种植、

清洗分拣、冷链物流、深加工、品牌打造等于

一体的产业链条。

自启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工作

以来，天门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开发势头强

劲。截至去年底，全市获得原农业部登记保

护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 4 个，分别为张港

花椰菜、天门半夏、岳口芋环和天门黄花菜；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2 个，分别为天门黄豆、

义河蚶，授权使用经营主体近 30 家，年产值

近 40 亿元。近 3 年，天门市地理标志农产品

的抽检合格率 100%。

地理标志农产品是优良品质的载体，天

门农产品地理标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产

品，更是一个产业。为壮大产业，天门市对

企业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省级品

牌、国家级品牌、参展参会、一村一品等进行

奖补。此外，天门还与湖北省农科院签订

“1+N”科技合作共建协议，市蔬菜办等成为

长江大学教学实习基地；天门市成功入选湖

北省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第一批共建名

单，先后引进 4 名研究生学历蔬菜学专业

人才。

近年来，通过自愿申报、省级评审、组织

培训等方式，天门市已培育高素质农民（含

经纪人）411 名，省级“头雁”5 名，蔬菜科技

示范户 160 户，市级科技特派员 55 名，市级

星创天地 20 个，为天门蔬菜产业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产业布局的不断优化，更凸显了产品的

区域特色。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天门市

常年蔬菜累计播种面积 42 万余亩，总产量

120 万余吨。目前，已形成 4 大蔬菜板块基

地，全市涌现出万亩以上的蔬菜种植专业镇

10 个；千亩以上的蔬菜种植专业村 50 多个；

500 亩以上的蔬菜种植大户和新型经营主

体 130 余家。全市加工类龙头企业总共 26

家，其中国家级 2 家，省级 4 家，市级 21 家。

目前，天门市有效期内蔬菜“二品一标”

认证数量达 17 件。天门市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壹品天门”授权 17 家经营主体使用

“壹品天门”形象标识，统一采用“壹品天门”

标识进行产品包装销售。

□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建设好共同富裕山东先行区

陈必昌

近年来，山东东营市落实山东

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东营探索建

设共同富裕先行区”决策部署，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600 亿元，人

均生产总值 16.46 万元、居山东省第

1 位。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将在打

造共同富裕省域范例上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做好高质量发展文章，筑牢富

民根基。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为实

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加

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坚决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构建高质量、链群化、开放型

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扩大就业容

量。二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市。围绕

黄河口滩羊等特色优势产业，提升

精深加工和冷链仓储物流能力，加

快发展农村电商、直供直销等新业

态，扩大“黄河口农品、盐碱地特产”

品牌影响力，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三是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以黄

河口国家公园获批为契机，深挖盘

活特色资源，带动工业旅游、红色旅

游、乡村旅游等发展，扩大“黄河入

海”品牌影响力。

做好高效能服务文章，彰显民

生温度。一是更高质量推动学有优

教。积极推行集团化办学，实施“强

镇筑基”等行动计划，推进区域内义

务教育一体化和优质均衡发展。二

是更高标准打造病有良医。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发展以县级

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医共体。三是更

高水平实现老有颐养。建设“养老

院+医院”医养联合体，在全省率先

打造多层次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提供优质高效的个人养老

金服务。四是更高效能健全难有所助。健全完善九类困难群众

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

五是更高品质完善住有宜居。高标准推进中心城规划建设管理，

实施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加快落实黄河滩区旧村台改造

提升和南展区村庄搬迁安置后续工作，创建特色新型农村社区。

做好高品质生活文章，打造宜居环境。一是着力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以高水平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为牵

引，加强黄河口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打造世界陆海统筹型自然

保护地典范。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二是着力打造

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探索“党建引领、群众自治”基层社

会治理新模式，完善“网格化+信息化”工作体系，打造具有东营

特色、五级覆盖的社会治理品牌集群。三是着力打造精神生活

富足的文明环境。大力实施精神共富行动，健全群众性文化活

动支持机制和文化阵地建设，保护和传承好黄河文化、石油文化

等特色文化。

（作者系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王子萱

湖 北 省 天 门 市 张

港镇 10 万亩花菜种植

基地。 （资料图片）

湖北省天门

市 多 宝 镇 10 万

亩萝卜种植基地

喜获丰收。

（资料图片）

三 峡 工 程 共 搬 迁 安 置 移 民 131.03 万 人 ，

其中库区安置农村移民占 43.09%。为改善三

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区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

条件，促进移民安稳致富和可持续发展，推

进建设与现代化三峡枢纽工程相匹配的和谐

美丽新库区，顺应三峡移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三峡后续工作各级主管部门针对移

民 安 置 村 组 存 在 的 实 际 困 难 和 问 题 ， 按 照

“因地制宜，缺什么帮什么，少什么补什么”

的原则，参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遵循乡村

自身发展规律，聚焦房屋居住安全保障、居

民点道路交通等设施完善、人畜饮水设施完

善、农田水利设施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完善、村容整治等 6 个方面，把移民群众

是否满意作为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以

村为单元，整体推进，精准实施。一是坚持

精准选择项目。对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区

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摸清移民生产生活状况

的底数，切实了解村情，关注群众所需，尊

重 群 众 意 愿 ， 抓 好 项 目 的 调 研 、 论 证 和 审

查，统筹协调、整合资源、因村施策，做到

项目选择上受欢迎、项目审批后能实施、项

目实施后有效益。二是坚持严格规范实施。

项目建设坚持程序、制度、考核、监管 4 个到

位 ， 项 目 资 金 坚 持 专 账 、 专 户 、 专 人 “ 三

专”管理，项目推进做到人员、措施、责任 3 个

落实。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群众全过程

参与，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坚持动态监测评

估。对移民安置区精准帮扶工作进行持续跟

踪监测，随时掌握各项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及

实施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思

路，确保精准帮扶实施成效。

截至 2023 年，三峡后续工作累计安排农村

移民安置区精准帮扶项目 731 个，已覆盖三峡

库区 19 县（区）农村移民安置的重点村组；涉及

专项资金 96.67 亿元，占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

金的 8.83%。606 个项目已完成建设并持续发

挥效益，一大批移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得到

解决，移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田园风光已然在

目。农村移民安置区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长 10%左右。2022 年，鄂渝 2 省（直辖市）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18279 元、19577 元，库区移民群众幸福感普遍

得到提升。

一是居住安全隐患基本消除。对存在安

全 隐 患 的 房 屋 结 构 进 行 加 固 ， 对 破 损 脱 落

的 房 屋 外 墙 进 行 维 修 改 造 ， 对 影 响 居 住 安

全 的 边 坡 进 行 整 治 ， 对 居 住 区 排 洪 沟 渠 进

行 疏 浚 和 完 善 ， 移 民 群 众 安 全 感 显 著 提

升 。 二 是 交 通 出 行 条 件 显 著 改 善 。 建 设 移

民 安 置 居 民 点 与 通 村 公 路 的 连 接 道 路 、 村

内 主 干 道 、 入 户 人 行 便 道 等 村 内 其 他 道

路 、 渡 改 桥 等 里 程 近 4000 公 里 ， 村 庄 道 路

硬 化 达 到 全 面 覆 盖 。 同 时 ， 完 善 交 通 安 全

标 志 标 识 、 电 力 、 网 络 、 通 信 等 基 本 配

置 ， 农 村 移 民 安 置 区 出 行 道 路 结 构 和 质 量

得 到 优 化 ， 交 通 更 加 通 畅 ， 出 行 更 为 便

利。三是农村供水问题有效解决。通过建设

配套饮水蓄水设施，完善供水管网，解决了

部分移民安置区人畜饮水难问题；通过实施

水源 地 保 护 工 程 ， 有 效 保 障 了 农 村 饮 水 安

全，农村移民安置区农村居民饮用水合格率

达到 90%以上；通过整治堰塘和引水堰，完

善田间渠系配套，推广节水灌溉措施，筑牢

农业发展根基。四是移民致富内生动力显著

增 强 。 累 计 建 设 各 类 农 业 产 业 园 20.41 万

亩，促进库区特色农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引

导 带 动 夷 陵 茶 叶 、 秭 归 和 奉 节 脐 橙 、 巫 山

脆李、丰都肉牛等一批特色农业品牌培育形

成。同时，累计对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7.69 万人进行补助，组织职业技能和实用技

能培训 45.56 万人次，移民群众就业形式更

加多元，就业保障性与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增收能力显著增强。五是公共服务能力不断

提高。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室、卫

生室、室外活动场地 （应急避难场地） 等公

共服务设施得到补齐和完善，基本实现了农

村移民安置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全覆盖。六

是人居环境明显改观。坚持政府引导、村级

主导、群众主体的原则，按照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保护乡村风貌、挖掘乡村记忆、传承

民 俗 文 化 的 思 路 ， 打 造 干 净 整 洁 的 生 活 环

境 、 和 谐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 生 活 污 水 垃

圾 、 厕 所 粪 污 得 到 有 效 治 理 ， 垃 圾 分 类 处

理 和 畜 禽 养 殖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逐 步 实

现 ， 村 庄 绿 地 和 生 态 空 间 得 到 优 化 提 升 ，

村 舍 庭 院 风 貌 进 一 步 干 净 整 洁 亮 化 。 一 个

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美丽

乡村跃然而生。

（数据来源：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

以精准帮扶提升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幸福感以精准帮扶提升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幸福感

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屈原镇链子崖村采摘柑橘 三斗坪镇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重庆市万州区溪口乡玉竹村农村移民安置区精准帮扶

重庆市奉节县新县城库岸综合整治工程重庆市奉节县新县城库岸综合整治工程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