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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利用李白文化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新农村村版图面积 1.2 万余亩、耕地 2200
余亩，户籍人口1900人。李家铺是该村的一个
自然湾，湾内村民大多姓李，故得名李家铺。

11月19日，长江日报记者走进李家铺，一
座江南园林映入眼帘。入口处的牌楼上写着

“茂康嘉园”，园内环境幽静，景色怡人，还有一
座李白文化园，竖有李白的雕塑，建有李白文化
长廊，长廊两边以碑刻、壁画等形式，展示了李
白云游江夏时创作的十余首诗作。

村湾内的“李家铺简介”牌，简述了李家铺的
前世今生。李白在李家铺写下长体诗《江夏行》，
讲述的就是李家铺女子“嫁商贾，愁思夫”的情
景。2006年，从李家铺走出去的村民回乡创业，
打造了占地400亩的茂康嘉园，发展乡村游，常
年吸纳百名村民在园区务工。李家铺湾也作为
美丽乡村建设点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辉于2021年担任新农村村党总支书记。
为了进一步擦亮“李白文化”名片，他带领村民在
茂康嘉园基础上提档升级，打造了李白文化园，
还邀请音乐人方三俊为《江夏行》谱曲并制作
MV。2023年9月，“明月照古郡 李白江夏行”暨
2023江夏金秋文化旅游节在李家铺开启，闻讯而
至的游客汇聚李家铺，跟随李白笔下的浪漫篇
章，观芙蓉歌舞、逛江夏市集、品诗词酒令，李家
铺名声大噪。此后，每逢节假日，就有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

乡村游的火爆，最先惠及的是李家铺的村
民。在村里统一规划下，村民们纷纷将闲置的
老屋改造成特色民宿。45岁的村民蔡美玲告诉
记者，她家开的民宿可以通过网上预约，“一年
能增收四五万元。家中有土地被流转的村民，
每亩每年还能拿到 600 元的土地流转金”。她
说，以前村里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这几年村
湾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许多年轻人返乡，在家
门口上班每月也能赚到四五千元。

打造全国最大户外劳动研学基地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活水

新农村村下辖13个自然村湾，李家铺湾发
展乡村游的模式和经验，如何推动村里其他村
湾共同发展共同致富？王辉意识到，这是他和

村“两委”必须破解的发展命题。
尽管新农村村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村

级经济实力却不强，村民缺乏致富渠道。新农
村村以李家铺为突破口，制定了示范带动全村
其他村湾的旅游发展计划，着力构建全村“时时
能游玩，处处是景点，家家能接待，户户都经营”
的发展模式。“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村里产
业基础薄弱，村集体经济要实现大的发展，一定
要推动龙头企业落地，才能更高水平地带动村
民致富增收。”王辉说。

在街道的支持下，红心教育集团有意向在村
里建设知辛教育营地项目。为了抓住这一发展机
遇，王辉带领村“两委”着手制定村湾规划编制。
村湾规划资金不足、存量建设用地不够，是摆在村

“两委”面前的两大难题。一方面，他们积极做通
回乡能人的工作，争取到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他
们组织党总支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进行
入户宣传，共商共议，得到全体村民的理解与支
持，成功调整释放连片建设用地，制定出的规划也
成为武汉市首例获批的村湾规划编制。

凭借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路径
上的积极探索，新农村村争取到江夏区首例“点
状供地”84亩，解决了项目落地用地难题。

村里还全面清理农村三资，历时两年通过
诉讼渠道收回17亩闲置学校用地、230亩茶场
用地，用于项目配套设施建设，联合辖区企业打
造集茶叶研学、体验、现代化加工于一体的综合
性研学基地，充分释放茶产业潜力。

目前，占地5000亩、项目总投资11.68亿元
的知辛教育营地项目已开工建设。在项目建设
现场，该营地负责人王海峰介绍，教育营地将建
成集农业、文化、教育、旅游、健康等产业融合的
乡村振兴综合体，形成劳动教育、大学生社会实
践、亲子教育、党建、康养五大基地，并配套修建
四星级标准酒店，一期工程完成后，日食宿接待
量可达5000人次以上。

目前，该教育营地部分研学业务已开始运
营，平均每天接待数百名开展课外实践教育活
动的学生，并吸纳周边村民在营地就业。

为了让村民在营地顺利就业，新农村村还
开办了乡村振兴学院，邀请武汉高校教师对村
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能讲、能种、能带的
新型职业农民。目前已有 80 余名村民经过培
训，相继在营地上班务工。

61岁的雷向发就是通过参加乡村振兴学院
培训后在营地工作的员工。他告诉记者，他一

个月的基本工资是4000元，如带研学学生参加
农事实践，另外有补贴。

王辉说，随着教育营地主体项目建成运营，
将会有更多村民在营地就业务工，同时将极大
拉动周边村湾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为村民致
富增收拓宽渠道、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活水。

“要富一方，不能只富一村”
五村结成发展联盟走共富强村之路

“要富一方，不能只富一村,这么大体量的
教育营地建设营运，对拉动周边村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作用巨大。”乌龙泉街道党工委书记汤纲
介绍，为了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区、街道两级顺
势而为，制定了街道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并以新
农村村为龙头，整合知辛教育营地项目周边新
生活、四一、群建、民主等五村资源，结成发展联
盟，成立茗泉谷片区联合党委，依托区域生态环
境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组建强村公司，打造茗
泉谷都市农业产业园，围绕乡村旅游、研学教育
等产业方向，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强村公司统揽五个村的土地流转、劳务用
工、项目申报、利润分配，围绕基地、收费停车
场、游客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做好配套服务，与
企业一起推动项目建设。”兼任强村公司董事长
的王辉告诉记者，强村公司以工程入手挣得第
一桶金，目前公司承接了将军山产业园、知辛农
场等配套项目建设，预计能获得200万元收益；
与知辛教育营地签订物业服务协议，每年有50
万元的稳定收益。

要村强更要民富，强村公司把“群众共富”
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追求。据介绍，强村公司
组建后做了三件事：盘活闲置资产，截至目前，
通过土地流转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1500 余
万元；振兴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特
色”农产基地，依托龙头项目带动，打造“茗泉
谷”特色品牌，推动瓜、果、茶等农产品成为江夏
名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农民种有所售、
售有所得。

目前，茗泉谷都市农业产业园已具雏形，不
仅有在建的研学基地，有茂康嘉园、李白文化园
等旅游品牌，还有千亩油菜示范片、千亩茶园和
龙壹茶社等农文游项目。

王辉介绍，知辛教育营地建设可以带动提
升周边30平方公里农旅项目的接待能力、留客
能力，引导做优周边五村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王璐）第五届荆楚乡村文化旅游节武汉
分会场活动近日在新洲区稻田记忆景区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
武汉市乡村旅游主题活动菜单和12条乡村生态旅游精品线路，
37项精彩的乡村旅游活动，带领游客玩转秋冬。

12条乡村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包括：武汉物阜民丰乡村过
年之旅、木兰故里民宿休闲之旅（黄陂区）、田园逸境赏花休
闲之旅（新洲区）、问津故里生态休闲之旅（新洲区）、森林氧
吧知音生态之旅（蔡甸区）、诗画田园郊野休闲之旅（江夏
区）、梦栖乡村诗意寻踪之旅（江夏区）、艺韵匠心非遗美食

之旅（长江新区）、中国车谷未来驾驭之旅（经开区）、中国车
谷自然亲密之旅（经开区）、古韵悠悠文化漫步之旅（经开
区）、绿野探秘游园拾趣之旅（东西湖区）。同步发布的“武汉
市乡村旅游主题活动菜单”中，37 项活动遍及黄陂、江夏、新
洲、东西湖、蔡甸、武汉经开区、长江新区，包括节庆、精彩赛
事、展会、秀场等主题活动，充分展示了武汉乡村旅游发展
成效。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乡村旅游产品集市，展示乡村旅游文创
产品、新洲特色美食等，吸引众多游客品尝、体验。

37项主题活动玩转乡村

武汉楚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楚为科
技”）近日透露，该公司经
过近10年选优培育的新品
种——吉诺比利番茄喜获
丰收，亩产达 1.5 万斤。据
了解，新品种番茄一年可种
春秋两季，亩产年收可高达
3万斤，是普通番茄产量的
两倍以上。同时，这种番茄
的口感和外观都很突出，受
到市场欢迎。

楚为科技高级农艺师、
联席总经理谢勇表示，吉诺
比利番茄本身并非新鲜事
物，高产、口感好、有营养的
吉诺比利才是“稀罕物”。通
常情况下，普通吉诺比利番
茄产量平平，抗病性较差、易
破裂，且果形奇异不齐、口感
不佳。该公司研发团队经过
多年选育，终于解决了这些
问题。

谢勇介绍，目前该公司
培育成功的新品种吉诺比
利番茄，果实色泽鲜艳有看
相，单果重约260—300 克，
还具备口感好、抗病虫害
强、耐裂性好、果型好及坐
果 率 高 等 优 点 。 专 家 认
为，这种番茄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等
多种营养成分，矿物质含
量也比普通番茄更高。今
年，该品种已在全市各新
城区蔬菜基地示范种植，
面积达 3000 亩，从各基地
种植情况看，长势不错，挂
果率高于普通番茄，受到蔬
菜种植主体一致认可。

武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教中心、武
汉农业气象试验站、武汉经开区（汉南区）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近日联合在楚为科技
举办了全市蔬菜“三新”技术现场观摩培训会，
重点推广吉诺比利番茄新品种。

（文/宋涛 周小平 刘倩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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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讲堂赋能

无土栽培是未来农业
重要发展方向

邓子新院士农业科普工作室科普大讲堂近
日在武汉市农业科学院北部园区开讲，华中农
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教授汪李平和市农科院蔬
菜研究所高级农艺师高长斌为听众揭秘科技如
何为农业赋能。来自黄陂区双凤中学的117名
师生和市农科院科技人员代表参与这场科普活
动。

汪李平教授从我国宋代豆芽菜的生产讲
起，以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科学小故事，描述了无
土栽培技术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他还分析了无
土栽培技术的优缺点，并从基质无土栽培、水耕
无土栽培、气雾无土栽培三个方面阐述了无土
栽培技术的实践应用。汪李平认为，无土栽培
是21世纪解决粮食安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的重要途径，也是未来农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高长斌则以《舌尖上的十字花科蔬菜家族
成员》为题，从十字花科的由来、十字花科蔬菜
家族成员、十字花科研究进展等方面，图文并茂
地展现了十字花科蔬菜的成员。他介绍道，十
字花科蔬菜是蔬菜品种中种植面积最大的，占
据蔬菜“半壁江山”。目前，农业科技人员借助
生物育种技术，使十字花科蔬菜品种专用化、多
样化，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是帮助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的重要蔬菜品种。

活动中，授课专家向双凤中学赠送了一
批农业科普书籍，希望这些书籍能够进一步
激发学生对农业科学的热情，拓宽他们的知
识视野。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走进2024武汉种业
博览会秋季蔬菜新优品种展示会现场，近距离
观察小白菜、萝卜、红菜薹、花菜等十字花科蔬
菜的生长情况，认识了皱叶菜、油菜薹等蔬菜新
品种，近距离体会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

（文/宋涛 高红霞 周小平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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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能游玩，处处是景点，家家能接待

江夏五村合力做好李白文章

李白与李家铺
李白的《江夏行》以一个女子的口吻，

诉说委身于重利轻别离的商贾的不幸遭
遇及懊悔之意。据郁贤皓主编的《李白大
辞典》所附“李白年表”，开元二十二年（公
元734年）李白作《江夏行》。

相传，《江夏行》是李白在李家铺所
作。此说是否属实？湖北省作协会员、作
家刘和平就李白与李家铺的关系作过考
证，其公开发表的《李白与乌龙泉李家铺》
一文中详述了李白创作《江夏行》的经过。

公元727年，李白与前宰相许圉师的孙
女结婚，安家于安陆，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公元734年春，李白的好友、书法家李邕回老
家江夏祭祖，约李白小聚。当时，江夏以造纸
而闻名。李邕深知李白对文房四宝甚是喜
爱，自己的亲戚李景就住在不远处的李姓村
庄，专门经营宣纸等物，于是两人便前往该村
湾。这个村湾，就是如今的李家铺湾。

李景热情接待了李邕和李白。喝茶谈
笑间，大家隐隐听到一阵哀婉低回的箫声，
李白循声望去，只见池塘边一棵杨柳树下，
一位女子持箫吹曲。李白上前攀谈，得知该
女子姓郑名莲，很小就失去了双亲，嫁与商
人。丈夫做宣纸生意，去了江苏扬州，说是
一年就回来，可是三年过去了还没回来……
回到李景家，酒过三巡，李白边饮酒边吟
诵，诞生了《江夏行》：“忆昔娇小姿，春心亦
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

新农村村在建设李白文化园时依据
这段描述，以雕塑“还原”了李白在李家铺
创作《江夏行》的场景。

武汉市江夏李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
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祝志明长期关注李白与
江夏历史的研究。他认为，虽然这段创作背
景有历史演绎的成分，但李家铺一直流传着
李白的故事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史料记载，
公元728—760年，李白多次到江夏。祝志
明说，李白一生，以江夏入题的诗文有17
篇。目前，他们正在积极申报成立中国李白
文化研究会江夏分会，旨在会聚专家学者进
一步加大对李白游历江夏的历史文化研究。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顾环宇 谭超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相传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应好友李邕之邀游历江夏，在现今的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道新农村村李家铺挥笔写下这首《江夏行》。
往事越千年，近年来，新农村村挖掘和利用李白文化资源，将农业、文化、旅游、研学等产业有机结合，形成各自带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新业态，让这个一度凋敝的村湾焕发新生，成为乡

村游的网红打卡地，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强村富民之路。
不久前，新农村村党总支书记王辉在江夏区村党组织书记“头雁争锋擂台比武”中力拔头筹后，信心满怀地说：“走入我们新农村村，有千年村湾李家铺，有千亩茶园绿意盎然，有全国最大的

户外劳动研学基地。超过11亿元的总投资、年接待100万人次的人流量，让文化有了落脚点，也为新农村村发展带来无限可能！”

……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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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诗如画的李白文化园。 “明月照古郡 李白江夏行”文化旅游节令李家铺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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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收获的新品种吉诺比利番茄。

甘蔗
林海

11 月，新洲区凤

凰镇毛冲村点溪园古

法红糖小镇的甘蔗地

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

甜味。一片片甘蔗地

如同绿色的海洋，波

涛起伏。

胡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