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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江夏区舒安街道张塘村千
亩高粱开始进入成熟期，一串串红高粱穗
粒饱满，奏响了丰收的序曲。 卢杏华 摄

高粱
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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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易茜：全国“村房短住”联合创

始人、孵化基地湖北总部负责人。
上图：陈慧挂在“村里有家”小程序上的“小慧山居”。
左图：易茜发布的“村房短住”宣传短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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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记，啥时候再举办趣味亲子活
动呀？”8月20日傍晚时分，在经开区邓南
街道下南村的集中纳凉点，见村党支部书
记王元雄走过来，在板凳上乘凉的村民们
赶紧问起了这件孩子们现在最关心的事。

村民所问的“趣味亲子活动”，是今年
“六一”国际儿童节下南村组织举办的“清
廉文化进乡村”主题活动之一。“村里空巢
老人比较多，还有不少留守儿童。”王元雄
介绍，为增进亲情，促进邻里和睦，村“两
委”班子多次商议后，“秘密”邀请在外务
工的年轻人回乡，在“六一”期间举办了趣
味亲子活动，反响热烈。

“我们通过‘晚间板凳会’，在宣传清
廉村居、共同缔造理念的同时，更把村民
的诉求放在第一位，做到心中有数、解决
快速。”王元雄说，下南村推进阳光村务
行动，凡村中大小事项都严格按照“四议
两公开”制度，将工作做实、做细、做足，
用清明、廉洁的作风将群众的事办实办
好，全过程都有群众参与监督，让群众来

“阅卷”评分。
比如目前村里最受欢迎的纳凉点，便

是由下南村村民主动提出、共同商议、参
与决定的民生项目。今年4月，70多岁的
村民张腊英饭后在村里散步，走累了想要
坐下休息，却找不到板凳，便向村委会提
出修建纳凉点的想法。经过走访收集意
见，村“两委”多次召开民主议事会，决定在
村民比较集中的主干道旁修建纳凉点。
从板凳、雨棚的采购，到工人的工资，纳凉
点修建全程均由村民共同监督，7月正式
投入使用后，成为村里“晚间板凳会”的主
要场所之一。

不少独居老人也会在“晚间板凳会”上
寻求帮助。家里灯泡坏了、手机欠费了等生
活问题，只要碰到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
都能得到贴心解决。“有了村里人的帮助，一
个人生活也不怕。”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美
枝深有体会，不仅生活中的小问题可以在

“晚间板凳会”上寻求帮助，日常的物资采
买、院子里的卫生打扫、家中的安全排查，每
周都有党员或志愿者上门提供义务服务。

“听村民所需，知村民所求，解村民之忧，在清廉和美村居
建设过程中，下南村架起了一座党群‘连心桥’。”王元雄表
示，村“两委”和全村党员干部将继续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实事，
树立清朗民风，营造清正廉洁、和谐友爱的氛围，共建共享美
好家园。 （文/蔡梦娅 陈子珊 刘三林 伍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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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习““千万工程千万工程””
武汉清廉武汉清廉··和美村居践行时和美村居践行时 

纳凉点成为村民夏日傍晚最爱去的地方。

蔡甸区张湾街道同心垸村近日新增一处“鸟岛”公园，成为
武汉市民和附近村民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据介绍，该“鸟岛”公园占地约6.05公顷，是集生态保护、科
普教育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目前基础设施工程已
顺利完工。

张湾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鸟岛”公园诞生前曾是一片闲
置的沼泽地。2002年，回乡能人李海山在同心垸村承包400亩
沼泽地经营鱼塘、养殖螃蟹，并打算经营乡村休闲项目。他在基
地中堆起一个“小岛”，种植了水杉、垂柳、竹子、桃树等林木，随

着“小岛”的生态越来越好，树木越长越茂盛，白鹭、灰鹭、鸳鸯等
鸟类纷纷前来安家繁衍，高峰期“小岛”上各种鸟类的数量达2
万余只，成为远近闻名的“鸟类天堂”。

为了讲好生态故事，在蔡甸区和张湾街道相关部门的引导
和支持下，今年3月，“鸟岛”公园休闲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共
投资598万元，对“小岛”实施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修建了亲水栈
道，刷黑公园道路，添置配套的公厕、路灯、休闲座椅以及科普小
品等设施，极大提升了公园的整体环境和体验感，游客可免费入
园观鸟散步。 （文/蔡梦娅 刘玮 朱碧春）

蔡甸新增一“鸟岛”公园

“如果说‘村房短住’是我们的1.0模式，那么现在我们已经
升级到了‘村房长租’这个2.0版本。”8月19日，在向长江日报
记者介绍“村房短住”模式的新变化时，新洲媳妇易茜的语速很
快，透露出一份干练与笃定。“如果说‘村房短住’带动了村里农
副产品的销售，‘村房长租’则更可以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经过一年发展，易茜和团队推出“村里有家”微信小程
序，提供村房的短住和长租产品，其覆盖范围已经扩大到了
包括湖北在内的全国8个省份、100多个城市。而位于江夏
区法泗街道的“村房短住孵化基地湖北总部”预计下个月正
式投入运营，将帮助更多村民通过线下培训掌握获客技能，
加入“村房短住”的大家庭。

闲置村房“变废为宝”没有淡旺季

在微信中检索“村里有家”，一个水墨村屋图案的小程序
出现。点击进入，选择城市“武汉”，即显示出位于阳逻的金
台小院、黄陂祁家湾的九妹小院、蔡甸文岭村的华华的小院
等支持短住的本土村房信息，并注明了相应价格和文字简
介、接待规模，短住价格每人每天90—300元不等，含三餐、
住宿。简介中，钓鱼钓虾、土鸡、挖野菜、柴火灶、烧烤、茶室、
爬山、游泳等，都是高频出现的关键词。易茜介绍，小程序是
2023年11月上线的，当时，她刚开始尝试推广“村房短住”模
式不到3个月。

易茜今年45岁，是武汉城区的姑娘，虽说嫁到了新洲区
涨渡湖街道，但一直在城区做文具生意，收入不错。2023年
8月，她在短视频上了解到“村房短住”这个项目。想到自己
家正好有闲置村房，如果利用起来，既可以照顾公婆，还可以
带动村民增加收入。于是，她将自家位于涨渡湖街道四道沟
分场段家湖大队的闲置小院收拾打理，供房客短期居住，并
与房客同吃同住同劳作，提供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

除了之前做生意积攒的人脉，易茜还将视频和直播作为
引流获客的入口。她以自己名字的谐音为小院取名“一浅”，
从一个支架、一部手机、一盏环形灯搭建的简易直播间开始，
自拍自剪发布短视频，推广自家的“一浅小院”。

“我们从去年8月开始试营业，来客都很满意，基本上来
住过的客人都会再来，或介绍朋友来。”易茜说，她自己都没
想到效果会这么好。2023 年 11 月，易茜正式加入“村房短
住”全国联盟核心团队，并挂牌担任武汉“村房短住”城市合
伙人。在联盟和她的共同推动和打造下，很快，“村里有家”
平台先后在视频平台和微信端上线。

“‘城里人’现在热衷于来乡村体验农村生活，我们这个
产业还是很有市场前景的。”易茜说，去鱼塘钓鱼、在菜地采
摘、打板栗、摘橘子，用小院的土灶做饭等，应对不同的季节，
村里有不同的游玩场景。“短住和民宿的区别在于，民宿重在
休闲、吃喝玩乐，有品质要求；短住则重在乡村生活的体验，
因为四季都有农事体验，所以也没有淡旺季这一说，客人短
的住个一两天，长的住个三五天，体验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整合村房开发长租模式

自“一浅小院”试营业后，住客们临走时都会捎点村里
的鱼、瓜蒌籽、荸荠、莲藕、莲子、猕猴桃、草莓、腌制酸菜等
土产回去，不仅农村闲置房“变废为宝”可以增加收入，还拉
动了当地农副产品销售，村民们对盘活闲置房屋的积极性
大大提高。目前，易茜家里有三间房用来接待游客。在她
的鼓励、培训下，村里已有三户村民加入到“村房短住”的行
列。

“她手把手教我们拍视频，还帮我们一起整理房间，置办
得十分有乡村特色。”易茜团队成员之一的村民胡富英笑着
说。家住新洲道观河的陈慧也是易茜团队成员之一。2022
年，她偶然在朋友圈看到黄冈市团风县贾庙接天山村的原生
态村居环境，现场考察后，以3000元的年租金租下村里一间
老民房。今年1月，陈慧偶然刷进了易茜的直播间，发现两

人做的事情“不谋而合”。于是在易茜的指导下，陈慧为她的
村居起名“小慧山居”，以“海拔600米古村，山水溪流瀑布”
为特色，挂在了“村里有家”，并开始学习制作并发布口播短
视频。她很快发现，这种推广模式在网络上获得了不错的流
量，“发布新视频后，每天都有人留言询问，到村子里来游玩
的人明显变多。哪怕他们不住宿消费，也口口相传让村子更
有名了”。

“拥有闲置村房的大多是年纪较大的村民，他们普遍不
太熟悉手机的各种新功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通过线下
指导他们怎么通过手机运营，如何更好地接待客人。”为了带
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自家的闲置房利用起来，易茜正致力于
扩大“村房短住”的覆盖范围。

为何将基地选址江夏区法泗街道，对此，易茜解释，“各
省孵化基地的总部选址首先是要进行硬件评估，对房间数量
有硬性要求，占地面积也要达标”。她介绍，孵化基地内设有
样板间、直播间、拍摄间等功能空间，培训时间一般在一周以
内，教房主拍短视频引流是培训重点，“因为客人会通过视频
建立对房主的信任感，如果能够学会直播会加分”。

易茜介绍，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她现阶段的重心是推进
“村房长租”模式，“整合村房后，十年起步的长租可以带动村
集体经济发展，很多村支书都很支持，空间非常广阔”。

（文/刘帅 蔡先进）

从“村房短住”发展到“村房长租”

新洲媳妇“带团”为闲置村房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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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黄石两地农科专家联手，让西北哈密瓜品种在湖
北生根，栽培方法甚至成功申请了专利；武汉、鄂州合作建百
合标准化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基地，遇到种子瓶颈，联合恩施
共同探索新的技术体系，尝试实现百合的“种子自由”……8
月20日，长江日报记者从首届武汉都市圈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工作交流会上获悉，“研发在武汉，推广转化在都市圈”的
武汉都市圈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已初见成效。

武汉黄石联手
种出的哈密瓜品质超出预期

“我们所人员有限，科研力量不足，联盟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关键的帮助。”黄石市蔬菜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陈久
爱非常认可武汉都市圈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作用。过去两
年，来自联盟内各院所的支持，帮助黄石的哈密瓜种植户丰
产丰收。“目前黄石的哈密瓜种植面积已达1000亩，对带动
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陈久爱所说的哈密瓜品种，名叫“都蜜5号”厚皮甜瓜，
是西北哈密瓜东移南进的第一大品种。由于湖北的气候环
境与这种瓜的传统生长环境相去甚远，早期在湖北试种时，
这种瓜很容易发生各种病害。武汉市农科院西甜瓜研究室
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精心选育，解决了抗病性的问题，还
优化种植技术，让这种瓜适应了湖北的环境。

2021年，黄石市蔬菜科学研究所组织农民到武汉参观
学习，将“都蜜5号”引入黄石，并从2022年开始在当地开展
种植推广。在种植推广过程中，武汉市农科院不止提供良好
的种子，还全程进行技术指导。陈久爱还记得，“忙的时候，
（武汉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亲自到现场来进行指导，帮助非
常大”。此外，两地农技人员还利用微信，为种植户建立“黄
石厚皮甜瓜种植群”，第一时间发布种植管理技术要点和极

端天气防范措施，提醒、指导种植户正确应对自然灾害。
“良种”加“良技”的成效非常显著，哈密瓜在黄石长势

良好。“这种瓜每年春秋能收两季，每一季亩产超过 5000
斤。每亩地年产值可以达到3—4万元，利润超过万元。”陈
久爱说，除了产量高，精心培育出来的哈密瓜质量也很高，
不但外形漂亮标准，“测定甜度最高可以达到22 ，超出预
计，让原研发单位都感到吃惊”。如今，经过武汉、黄石两地
优化的“都蜜5号”栽培方法已成功申请专利。

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在武汉市农科院的技术支持下，
仙桃市引入推广了“稻—虾—鳝”种养模式，潜江市引入推
广了“稻—虾”“虾—稻—鳜”等多种生态种养模式，天门市
建立了花椰菜标准化种植基地……这些合作推广都有力地
推动了地方农业产业的发展。

多地农科专家合作
资源共享协同解决农业发展难题

着眼于打造“环梁子湖百合园区”的鄂州市，也因武汉都
市圈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受益匪浅。2023年，武汉市农科院、鄂
州市农科所和企业合作，建成了50余亩百合标准化栽培技术
集成示范基地，进行百合与秋甜玉米轮种。“食用百合亩产可达
1000公斤，产值2万元以上；百合收割后再种一茬甜玉米，每亩
又能收入3000元。”鄂州市农科所高级农艺师周海平认为，通
过示范证明，新的种植方式非常成功，具备推广的条件。

在合作过程中，周海平特别关注种子的问题：“目前优
质的百合种子主要从国外进口，每亩地种子成本就要1万
元左右，大大影响了农户的收益。”今年，鄂州市农科所与武
汉、恩施联动，探索建立“高山繁种、中山扩繁、低山应用”的
技术体系，尝试实现百合的“种子自由”。“如果研究成功，种
子成本能下降一半以上。”周海平对研究成果寄予厚望。

之所以勇于挑战种子问题，是因为鄂州农科所此前已
经尝到了甜头。2023年，鄂州与武汉合作，在茶花良种繁
育方面取得突破，成功实现茶花种子的本地繁育，武汉农科
院的地方特色茶花新品种“连蕊茶”也在鄂州实现了成果转
化，进一步丰富了鄂州的茶花品种。

事实上，在武汉都市圈，类似的情况非常多。武汉都市
圈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数据显示，3年来，联盟汇聚农业科技创
新资源13580条、人才5749人、基地58个，促进农业科技成
果对接撮合34项……

成立于2021年5月的武汉都市圈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由武汉市农科院牵头组建，囊括了武汉都市圈各市农业科
研院所，以及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联盟成立的目的，就
是为了解决武汉都市圈内各地农业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据了解，在都市圈各城市中，武汉在人才、科研资源等
方面优势明显，但由于发展规划要求、农田面积有限，在成
果应用推广方面存在瓶颈。与之相对的是，其他城市农田
面积较多，对于农业科技需求较强，但在科研资源方面相对
不足。各城市都希望，能够通过联盟有效统筹推进都市圈
农业科技同兴、产业同链。

武汉市农科院科技处处长金莉介绍，联盟以武汉市农业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为牵引，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各类资源，围绕
地方特色产业需求和市场需求，助力解决产业和企业产业化过
程中的技术瓶颈和关键问题。

金莉表示，未来联盟还将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
载体，围绕解决区域性产业难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努力做
实粮食安全与“菜篮子”稳产保供的“守护者”，做好现代农
业的“推动者”，做优协同发展的“探索者”。“我们的目标是
将联盟打造成为项目共研、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结果共推
的农业科技创新共同体。”

（文/宋涛 刘珂 周琦）

资源共享 科技同兴 产业同链

武汉都市圈农科创同频共振出圈

咸宁农科院专家指导都市圈专项猕猴桃良种培育项目。 武汉农科院林果所科技人员在天门进行技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