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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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已到尾声。根据各大旅游平台最新数
据，这个假期，亲子研学类产品备受欢迎。在武汉
乡村，随着近年来农文旅产业的发展，研学类项目
也日渐丰富，成为暑期乡村游的中坚力量。

“营地旅游+研学”
大人孩子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家长可以在营地里露营、烧烤、休闲，孩子则
可以参加营地的研学课程，从早到晚都有不一样
的体验活动。8月中旬，家住江岸区的黄女士约
上好友，两家人在位于黄陂区木兰大道的山岛里·
自然营地度过三天两晚的研学生活，“印象最深的
就是晚上的‘昆虫夜观’活动，我们在树林里发现
了蝉、甲壳虫、蜗牛，还有萤火虫，很多昆虫孩子都
是第一次看见，觉得非常新奇”。

“我家孩子还在上幼儿园，我几乎每两三个月
就会带他参加一次研学活动。暑假天气比较热，我
就想找一个环境好一点、舒适度高一点的研学行
程。”黄女士说，她在网上搜索后，选定了位于黄陂
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腹地、毗邻梅店水库的山岛里
营地，并邀约好友一家一起前往，“孩子们玩得很开
心，学到了不少东西。大人也很轻松，可以自己玩，
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参加研学课程，体验感很不错”。

“今年暑期，我们营地共接待了近千名小学员。”
山岛里·自然营地负责人冯侗介绍，营地占地千余
亩，包含综合服务区、临湖营区、荒野教学区、森林农
场区、水上运动区五个功能区域，以野外生存、水上
运动、自然教育为主题设计课程，自2017年营业以
来，已累计接待超过1万名小学员，“我们倡导让孩
子们在大自然中自由探索，亲近田园，通过有趣的自
然课程，组织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对物种和生态进
行体验式学习，培养孩子的自我发现能力”。

今年暑期，营地依托天然的环境优势，围绕“山
野探索”“山海挑战”“山村智造”三个主题，推出水
上运动、山地越野、荒野求生、昆虫夜观、博物探索
等特色课程，不仅吸引了武汉本地家庭，还有不少
外地游客和国外友人慕名前来研学游玩。“上个月
我们还为一个8人组成的外地家庭团队提供了定制
服务，设计了一条以山岛里研学为中心、周边木兰
景区游玩为辅的旅游路线，客户满意度很高。”冯侗
说，“不少家庭已经预约了秋季的研学活动，计划带
孩子来体验割稻谷、挖红薯等农耕体验。”

据了解，今年暑期，位于江夏区五里界街道的
林语未来村、长江新区仓埠街道的紫薇都市田园、
蔡甸区永安街道的十里莲华养心谷等乡村景区，
研学游都格外火爆，在茶园里体验采茶、炒茶，了
解茶文化；在农场挖花生，体验农耕田园生活；在
手工 DIY 工坊学习非遗扎染竹编等研学内容颇
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智慧农业+研学”
沉浸式感受农业科技魅力

一粒稻谷是如何发芽、抽穗、结谷的？蔬菜不
在泥土里也能生长？动动手指就能管好整个工厂
蔬菜的生长？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在农业上的运
用，农业生产迎来巨大革新，智慧农业也成为乡村
研学的一大热门主题。今年暑期，位于东西湖柏
泉的武汉农业集团空港湿地花田接待了一批又一
批研学团队，孩子们纷纷被植物工厂和水生植物
科普所吸引，沉浸式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在这里，能看到一颗种子的全生命周期，从
育苗、穴盘、分盘，到发育、生长、开花、结果，每一
步都伴随着大数据的精准记录与分析。孩子们可

长江日报讯 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
群众文化学会、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主办的“最美乡村公共文化
空间交流活动”近日在杭州举行。活动中，位于武汉蔡甸区大
集街道的知音童谷项目荣获“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创新案
例）”奖项。

据介绍，知音童谷项目是武汉新城区首个集研学教育、亲子
文创、生态露营、田园食肆、乡居漫旅于一体的传统文化体验园，
是武汉农业集团落实市委关于“国企联村”行动相关要求，发挥自
身农业产业优势打造的农文旅项目，也是武汉农业集团“七彩乡

旅”品牌的路线之一。
项目依托本土知音文化、侯官文化、耕读文化、戏曲文化背

景，按“六区三馆一街”，即小学士乐园、小戏迷天地、小百灵空间、
五谷种植区、活动游憩区、综合服务区、书画馆、古代科技馆、农具
展示馆、三元街进行规划建设。未来，该项目还将布局知音酒馆、
听琴茶舍、鹿鸣食府、黄虎田园客栈、枕山院子、星露营地等业态，
并以此为基础打造国内一流文化创意基地和省级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基地、城市特色微旅游目的地，带动美丽乡村建设，助力乡村
振兴。 （通讯员李峰 汤乐颖）

蔡甸知音童谷获全国“最美乡村创新案例”奖

“用事实来说话，让矛盾
不出村，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
保持廉洁，不偏私、不收礼，将
我们的工作群名‘和谐城南’
落到实处。”28 日，在新洲区
邾城街道城南村（社区）党员
服务中心办公室，正在开展每
月一次的“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党支部书记黄晓红告诫
党员干部，既要和工作伙伴和
谐相处，更要和村民、居民打
成一片，及时有效地化解矛
盾。

城南村位于邾城街道的
中心位置，2012 年实行村改
居，但由于集体资产和集体经
济需要管理，故村和社区并
存，同一套班子管理两块“牌
子”。也因为这个原因，村民
与村民、居民与居民、村民与
居民之间的矛盾，相较其他行
政村明显增多。

“在推进清廉村居建设过
程中，我们巧用‘枫桥经验’，
培养党员干部的廉洁作风，充
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矛盾
不上交’，每年矛盾调解成功
率达 100%。”黄晓红总结说，
只有党员干部公平公正，用心
做实事，才能得到村民和居民
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在化解矛
盾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承诺及时调解矛盾纠
纷，做好信访维稳工作。”“承
诺坚持财务管理制度，每季度
报账一次并予以公示。”……
在城南村（社区）党员服务中
心公示栏里，张贴着一张张

《廉政承诺书》，这是村（社区）
全体党员干部共同签署的。

“即便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党员干部也很重视，
多次上门来调解。”城南社区独居老人魏爷爷说，之
前因为邻居家烟管直排，油烟飘到家里，影响了生活
环境。因为此事，两家互不相让，产生矛盾。社区干
部得知后，立即上门调解，经过多次沟通，邻居家在
烟管上接入转弯头，改变排烟方向，顺利解决问题。
如今，两家人和睦友爱，互帮互助。

“既然做出了承诺，就要严格遵守，问心无愧。”
城南村（社区）党员干部和网格员一直坚守着这一原
则，奔走在村民和社区居民之间。

矛盾纠纷少了，邻里关系和谐了，村（居）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得到大幅提升。黄晓红表示，
近年来，城南村（社区）大力推动清廉村居建设，依
托城南书屋和老年人服务中心，建设廉洁文化阵
地，快速解决居民的“烦心事”。“下一步，我们将持
续以党风廉政建设为抓手，以建设清廉村居为契
机，推动村（社区）基层治理更有力，着力为村民、
居民办实事、解难事。”

（文/蔡梦娅 陈子珊 吏红武 胡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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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样红火
新洲区三店街道姚湾村百亩小辣椒最近

进入采收期，即将火“辣”上市。姚湾村通过发
展辣椒产业，每年可提供季节性务工岗位50余
个，高峰时可吸纳近百名村民务工，有效拓宽了
村民增收渠道。 谭贵林 摄

本版策划/李英波 统筹/贾蓓

每周
一

“每周一景”面向公众征集
反映武汉乡村新变化、新成就
及乡村生活的美图，投稿邮箱
3362994750@qq.com，邮件请注
明“每周一景”，写明图片的拍
摄时间、地点、简单介绍，以及
拍摄者姓名、电话。

寓教于乐学知识 身体力行辨五谷

研学类乡村游这个暑假火了
以一边通过视频学习知识，一边在工厂里观察植
物每一阶段的生长情况，两相对照，了解得更加透
彻。”武汉农业集团空港湿地花田运营总监杨强介
绍，园区占地1500余亩，以郊野湿地公园的生态
性和景观性为基底，自去年夏天试运营后，已发展
成集智慧农业、水生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保育、农事
体验、科普研学、休闲观光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
业园。

“园区的蔬菜工厂最受孩子们欢迎。”杨强介
绍，在蔬菜工厂里，绿油油的水培蔬菜长势喜人，
揭开蔬菜底部的白色面板，就能看到伸展在营养
液中的蔬菜根茎，干净又发达，与传统种植的蔬菜
根茎完全不一样，“每每此时，都能听到孩子们的
赞叹声”。

“园区里的水生植物也特别受孩子们关注。”
杨强介绍，园区背靠府河湿地，生态环境优质，有
420多种水生植物，打造了水生植物种质资源圃
和湿地花卉展示平台，通过水生植物保护科普教
育，让更多学生认识和了解到保护湿地、保护植物
的重要性。“不少孩子看到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
后，都会选出最喜欢的一种或是几种，相互之间还
会进行比较，因此在这里花的时间也是最多的。”
杨强笑着说，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前沿的农
业科技和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今年以来，园区已
经接待了逾2万名研学学生。

类似的智慧农业研学打卡地，在武汉乡村还
有不少。位于黄陂区的永旺智慧农场，将智能科
技运用到农事生产中，金灿灿的稻田是孩子们的
户外研学课堂，有机会操控智能遥控器，体验智能
收割机割穗脱粒的过程。东西湖区维农种苗生产
基地和江夏区未来家园产业园，都有较大规模的
蔬菜工厂，并且推出了研学服务，孩子们可以观察
水培蔬菜的生长过程，感受农业科技的先进性。

“红色教育+研学”
边玩边学培养爱国情怀

上个周末，武汉市外国语学校的200多名学
生来到位于黄陂区蔡店街道姚家山村的姚家山红
色研学基地，换上戎装化身小小“红军”，参加升旗
仪式并为烈士献上花篮。随后，孩子们参观陈列
馆，重走红军路，进行投弹训练、大刀操练、送“军
粮”、编红军草鞋等活动，还在野外亲手做了一顿

“忆苦思甜”红军饭，感受革命先辈的艰苦和奋斗
精神。“听了红军故事，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
刻地了解，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一名学生表示。

姚家山村被誉为“武汉抗战第一村”，保存着
大量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遗迹、遗址，流传着一个
个感人的红色故事，是武汉重要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之一。“姚家山红色研学基地受众面广，无论是
对学生，还是成人、党员，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
义。”姚家山景区负责人姚龙表示，近年来，姚家山
村坚持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
统，姚家山景区不仅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还
是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随着研学游的不断升温，景区设计了不少红
色趣味活动，提升红色研学的趣味性，如今，姚家
山已经成为武汉最受欢迎的红色研学基地之一，
今年暑期接待的学生研学团队更是创了新高。

据介绍，新洲凤凰镇的毛冲村、位于蔡甸区奓
山街道老世陈村的野战国防园等，都是武汉乡村
较热门的红色教育研学基地。研学热也间接带动
了周边民宿和农家乐的发展，为农文旅融合增添
助力。

（文/蔡梦娅 伍嘉晴 梅宇）

新农长长长
江江江

山岛里·自然营地，孩子和家
长一起参加“昆虫夜观”活动。

武汉农业集团空港湿地花田的蔬菜工厂很
受孩子们欢迎。

山岛里·自然营地，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进行水上运动。

52岁回乡投身农业，立志打造真正的“有机
水果”，14年来初心不改。黄陂区王家河街道岗
上熊村云谷果园的负责人熊国清说：“从源头开
始，做出优质的食物，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怀。”

“大龄”回乡投身农业种梨树

熊国清是岗上熊村人，高中毕业后到武汉
闯荡，小有成就。2010年，村“两委”多次联系
52岁的熊国清，邀请他回村看一看。就是这次
回村，触动了熊国清投身农业的念头，“我当时
已经做了十几年的餐饮，每天跟各种食材打交
道。回到村里看到大片的田地，我就想，是不
是可以自己做一些真正的好东西出来”。

久别乡村，种什么、怎么种，是摆在熊国清
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久经商场的他深谙“知己
知彼”的道理，对村里的土地情况做了全面了
解后，结果并不理想：虽然可供流转的土地不
少，但经过专家检测，不少土地都存在地力不
足等问题。“当时有朋友建议我慎重考虑，因
为土地的恢复是个很麻烦的事”，但这个结果
反而坚定了熊国清回乡的念头，“我是村里长
大的，能为村里做点事，比赚钱更重要。”

于是，接下来几年，他一面联系专家，着手
恢复地力，一面琢磨种些什么。“2011年正式流
转土地后，我首先种了三年的草，配合使用酵素
来‘养地’，”熊国清笑着说，“在种草的同时，我通
过不断学习、考察，最终确定种梨树。”熊国清解
释，一方面，梨是最传统的水果之一，有着稳定的
市场，而且梨树生命周期长、能长时间产出；另一

方面，梨的深加工产品比较多，可以生产成梨罐
头、梨膏、梨酒、梨汁等系列产品。此外，湖北在
梨的种植栽培技术方面实力较强，善于交朋友的
熊国清已经找好了不少技术“外援”。

不断改进，只为真正的“有机农业”

2014年，果园中开始栽种梨树，种下的品
种是早熟的翠冠梨，这种梨果实较大、果皮细
薄、肉脆汁多，被称为“蜜梨”，也符合熊国清
一贯的高标准。

梨树一般栽种3年后开始挂果，2016年，
眼看着果树就要开始结果，熊国清却了解到，
常规的梨树结果几年后，由于枝条老化，结出
的果实品质就会出现退化。立志做“百年果
园”的他连忙寻求解决办法，终于，湖北省农
科院专家告诉他，该院果茶所在平棚架栽培
模式基础上开发的“双臂顺行式”棚架栽培模
式能解决他的问题。但梨产业专家伍涛说，
如果想采用新栽培模式，就必须把眼看要挂
果的梨树枝条全部截断，重新培育新枝。

经过艰难的抉择，熊国清还是决定：改！
2017年，云谷果园搭起了新的平棚架，截断了梨
树的枝条重新栽培。为了更好地实现转变，熊
国清与省农科院进行深入合作，共建示范基地。

如今，200 多亩梨园搭着整齐的铁丝网
架，架高约1.8米，每一棵梨树的两根主枝都
沿着网架伸展开去，排列得整整齐齐。熊国
清介绍，这种种植方式可以保证梨树光照均
匀，不会出现传统梨树上的枝叶互相遮挡，让

果实生长得比较一致。同时，由于枝、叶、果
最高也就1.8米左右，便于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和采摘。

这些年，熊国清不断学习、不断改进。除
了种植方式的变化，果园还经历了从“套袋”
到“不套袋”的变化，从购买生物肥到自制生
物肥的变化……之所以不断改进，就是为了
让梨的生长过程实现完全的生态化、有机
化。“我们目前已经拿到了南京国环有机产品
认证中心的有机食品认证，以后就能够直接
进入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及东南亚有机
产品市场。”熊国清对此很自豪。

“这些年种梨子没赚到钱。一方面是不
断在投入，成本很高。另一方面，为了坚持有
机化种植，产量也上不去”。熊国清透露，为
了储存果实，2022年，他投资110余万元建了
冷库；今年，为了实现水肥一体灌溉，他又在
果园内建成了滴灌系统，“我们还建了发酵设
备，希望实现有机肥的自给自足”。

尽管熊国清还没盈利，但周边的村民却
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岗上熊村党支部书记
向望华介绍，云谷果园日常固定用工大约五
六人，采摘季等忙碌的时候，每天的用工会达
到五六十人，每天100—150元的工钱，再加上
土地流转费，为村民提供了增收的渠道。

熊国清对此也很看得开，他觉得，做农业
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过于商业化，“只有善待
自然，回报的产品才会是真正有益于人类的
优质产品”。 （文/宋涛）

“从源头开始，做出优质的食物”

他十年初心不改种出有机梨

熊国清在园区打理
梨树。

孩子们在姚家山红色研学基地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