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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地 新 视 点大 地 新 视 点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顾环宇

“我叫杨景勇，是‘小农夫’生态农场的创始人。我
从事生态农业已有10年了，我的农耕科普‘四时八节’
课程被武汉植物园纳入研学体系，我还组织了武汉生态
农业圈的第一所田间学校，已经有8000多名孩子加入
了课堂。我的梦想是通过农业科普连接城里的消费人
群和农村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带动村民致富，吸引‘新
村民’扎根。相信有了产业，有了人才，我们乡村振兴的
路就会越走越宽阔。”前不久，在武汉市江夏区举办的

“兴夏新农人”比赛中，扎根武汉乡村的杨景勇引人关
注。这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立志要用自己所学普及农耕
知识、发展生态农业的80后“新农人”，从创办“生态农
场”到开设“田间课堂”，其人生经历和创业故事，成为新
时代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新农人”，在乡村振兴大
道上意气风发、奋楫前行的一个缩影。

一堂别致的乡间农耕文化课

江夏区乌龙泉街道沿湖村畈头黄湾3号，是一幢由
青砖修建的农舍。大门两侧挂着“荷塘悦社观鸟教室”

“知农堂”等木制标牌，其中，分别由武汉市科学技术协
会、武汉市总工会颁发的“武汉市科普教育基地”“工人
先锋号”等牌匾格外醒目。

门前，架着一台老旧手摇式爆米花机，底部小炉子
里炭火正旺，衣着朴素、身材高挑的杨景勇给一群刚参
观完生态农场的孩子们做示范，用这台“老物件”将大米
爆成白花花的米泡。

杨景勇笑着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也算是一堂特别
的农耕文化课，如今的孩子们，很难再看到这样的场景
了！农耕科普不仅仅是要让孩子们体验各种农事活动，
我们还开办了‘小农夫·食农厨房’，让吃饭也成为课堂。”

杨景勇说，他和团队计划通过一系列与食物相关的
参与式教育，让孩子们了解自己所吃健康食物的保障，
是要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来实现的，从而学习如何
实现生态种植，如何零添加制作原味食物。“让孩子们从
小就懂得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意义，是我们开办田间
课堂所秉承的核心理念之一。”杨景勇说。

一片小菜园开启生态农业之旅

18年前，杨景勇从河北北方学院农学专业毕业，职
业生涯的第一站是在海南一家农企从事植保工作。他
在工作中发现，很多农户使用农药并不规范，如何引导
农户在用药上更加理性、科学，成为他当时工作的重点，
他也因此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结婚后，杨景勇和妻子定居武汉。2012年，随着孩子
的出生，杨景勇对农产品安全更加注重，决定尝试在完全
不用农药的情况下，种出好吃、健康的生态蔬菜给孩子吃。

一个偶然的契机，杨景勇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附
近租种了几块面积加起来不足1亩的菜地，开始以生态
的方式种菜，除了留给自己家里吃的菜以外，他还将多
出来的菜通过社群形式卖给同样对有机蔬菜、生态蔬菜
有需求的人群。

让杨景勇备受鼓舞的是，他种出的蔬菜市场反响很
好。“2013 年就有 7 位顾客成为我的第一批会员，一年
7800元，我把自己种的有机菜送货上门。”杨景勇将这第
一批会员视作他前行路上最大的助推者。

这几分地种出的蔬菜满足不了越来越多新会员们
的需求。2014年，杨景勇在江夏区梁子湖湿地旁的沿湖
村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一方天地。他注册了武汉市小
农夫农业有限公司，与村民合作，成立了“小农夫”生态
农场，正式开启了自己生态农业的理想之旅。

一座生态农场十年的坚守与实践

“我们种植生态蔬菜，养鸭养鱼，坚持顺应作物生长
规律，尽量露天种植，不用农药、化肥、抗生素、激素等，
不用地膜。”杨景勇自信地说，“小农夫”出产的蔬菜鲜甜
健壮，鱼鸭肉质紧实鲜美，鸭蛋完全没有腥味，十年来为
成百上千的武汉家庭供应着健康美味的食材。

在理想之路的艰难跋涉中，杨景勇不断丰富自己在
生态农业方面的知识结构和技术能力。2015年，经过一
年多的种植实践和学习交流，他确定了“从土壤改良入
手”“向堆肥要有机质”的开拓方向。“经过一系列的尝
试，我们农场土壤里的蚯蚓、有机菌等有机质不断增多，
微生物越来越丰富，出产的蔬果品质也越来越高。”杨景
勇在生态农业探索上的阶段性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致
力于有机农业发展的机构、农人的关注。“小农夫”生态
农场也成为当时全国九所“田间学校”之一。

从2018年开始，杨景勇将堆肥技术应用到植保领
域，力求用最高效的方式来实现虫害提前防治，极大提
升了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

一所润物细无声的“田间学校”

如今，杨景勇的“小农夫”生态农场有40亩有机蔬
菜、88亩养殖水面，以及20亩水稻。每一天，他都要将
采收的蔬菜统一用纸袋包装，按照会员们搭配好的菜单
送上门——这份“生态菜单”价格不便宜，却供不应求。

杨景勇与合伙人在经营生态农场之余，还开辟了农
耕科普的“线上线下新农场”，致力于传播生态农业的理

念与知识。
“我们在消费‘小农夫’有机品质蔬菜的同时，还可

以通过‘小农夫’线上微店和实地考察，清楚地了解这些
蔬菜和鸡鸭鱼鲜是如何种养出来的。”王女士是“小农
夫”的“铁杆”会员。她说，这些年，自己也潜移默化学到
了不少关于生态农业的“冷知识”。比如，关于鱼鲜的养
殖，她知道，“小农夫”每年1月会清干鱼塘，将鱼塘的鱼
打捞出来，达到售卖标准的鱼放进一个小池塘供大家选
订；未达到标准的小鱼则作为鱼苗继续放养。偶尔丢些
菜籽饼、玉米秆、菜梗等给草鱼、鲫鱼等草食性鱼类作为
食物，而这些鱼又会成为黄骨鱼、刁子鱼、鳜鱼等肉食性
鱼的食物，在鱼塘里形成天然的生态系统。

一个关于“生态村”的梦想与展望

眼下正是莲藕俏销的季节，“小农夫”的藕特别受欢
迎。杨景勇介绍，“小农夫”的莲藕种植在梁子湖湿地保
护区旁的湖汊里，水源洁净而充盈，因而莲藕比在田地
里灌水种植的要更加软糯清甜。莲藕的虫害主要是蚜
虫和棉铃虫，由于农场在湿地保护区内，150余种鸟类和
池塘里的鱼作为害虫的天敌，减少了莲藕的病虫害发
生。但地下害虫食根金花虫，危害会逐年递增，一般到
第三年达到最多，目前“小农夫”主要通过“轮作”方式进
行防控，即种三年藕养一年鱼，通过生态食物链，阻断食
根金花虫的繁殖，降低其对莲藕种植的影响。

2023 年，杨景勇成为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特聘农艺
师。当年12月，“小农夫”被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授予“湖
北省生态农场”。

“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杨景勇说，“小农夫”扎根
沿湖村十年来，每一步的成长、壮大，都离不开区、街道、
村里的扶持，区、街道领导经常来农场调研，及时协调解
决“小农夫”的困难。

“我希望通过‘小农夫’的探索与实践，带动沿湖村
整村向生态村方向发展。”杨景勇说，近年来，“小农夫”
团队已陆续吸纳了一批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未来，他希
望有更多“新农人”加入，逐梦田野，为把沿湖村打造成
以生态农业为核心基础的“生态村”贡献聪明才智。

乌龙泉街道党工委书记汤纲介绍，目前，街道已启
动“留雁筑梦·强基兴农”行动，进一步助力青年人扎根

“三农”，推动“流雁”变“留雁”、“新农”变“兴农”，将青年
“新农人”纳入基层组织队伍建设中，为他们提供更多发
展机会与展示平台，促进新农人创业与村级产业发展同
频共振。目前，多位“新农人”已被各个村纳入村“两委”
班子挂职培养计划，参与村级事务
协商议事，让“新农人”们可以依托
自身的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带
动乡村产业发展。

长江日报讯 第21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近日在广州举
行，“江城百臻”携19家企业集中展示展销，并举办了专场推介
会。

农交会是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
农业盛会。本届农交会的“江城百臻”展区内，洪山菜臺、汪集鸡
汤、蔡甸莲藕、扬子江糕点、亚非皱叶菜、楚为番茄等百余款农产
品整齐陈列，琳琅满目。作为武汉优质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江城百臻”首次集中亮相大湾区，一口爆浆的华墨香黑米、筋道
醇香的武汉热干面、脆甜爽口的舒安藠头、香气四溢的黄陂三

鲜、五香味浓的新农牛肉吸引了众多市民、嘉宾及采购商围观品
鉴及咨询购买，赢得广泛好评。

活动现场，“江城百臻”品牌推介官对11款优质农产品进行
了精彩推介，来自武汉的菱湖尚品、江城百臻供应链公司、亚非
种业、大汉口食品、季氏黄陂三鲜、紫菘洪山菜薹等6家“江城百
臻”品牌目录企业与深圳美天享餐饮、广州小食代餐饮、佛山楚
誉盛等8家广东渠道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开启两地农产品产销
对接新篇章。

（文/宋涛 何浪 陈雪莹）

“江城百臻”亮相第21届农交会

在位于武汉长江新区武湖街道的武汉农科院武湖基地，以十字花科蔬

菜为特色的近两千种蔬菜新品种“同台竞技”，品种涵盖花椰菜、西蓝花、西

蓝薹、甘蓝等近20大类秋冬季蔬菜市场的畅销品种，充分展现了武汉蔬菜

种业发展的实力。 张兵 摄

初冬时节，越冬候鸟“如期赴约”桐湖省级湿
地公园，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正在巡
湖的村民刘飞望着眼前的湿地美景，感慨不已，候
鸟回来了，水质变好了，老屋换上新颜，道路宽敞
明亮，产业蓬勃发展……今年1月，蔡甸区桐湖办
事处荣获全省生态环保领域的最高奖项——第七
届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外在美”到“内涵
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一幅望得见山水、记
得住乡愁的和美乡村嬗变画卷在桐湖缓缓铺展。

八千万元投资促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村湾“颜值”“气质”双提升

12月3日，走进桐湖农场瓦渣堡大队，红瓦白
墙的房屋点缀村湾，棕色栅栏围起的院子干净整
洁，房前屋后的橘树挂满果实。

79岁的涂前明老人是瓦渣堡大队美丽乡村
的见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大队建设苗木花卉
基地时，他将家中5亩地全部流转出去，支持乡村
产业发展，“以前出门就是泥巴路，晚上走路要摸
黑。现在好了，景观路灯把马路照得亮堂堂，晚上
散步再也不怕摔跤了”。

撷珠亭成为村民议事的聚集地，村里大街小道
全部硬化、绿化、亮化，排水、电力、网络实现全覆
盖，路旁绿树丰茂、墙绘点亮风景……今年4月，瓦
渣堡大队成功入选湖北省2024年度美丽乡村名单。

瓦渣堡大队的蝶变路径在桐湖并非个例。近
年来，桐湖办事处争取到省、市、区农业、建设、交
通、林业、生态等多部门项目资金近八千万元，连
片打造美丽乡村，覆盖率达75%。同时围绕特色
香妃文化与河湖湿地优质资源，打造了“香妃采
珠”“香妃赏花”等7个文化驿站，建起护江亭、听
蛙亭、授渔亭、龙门桥等一批湖心公园，全面提升
乡村外在“颜值”和内在“气质”。

“特别是公路的提档升级，为桐湖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桐湖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办事处
28公里县乡道、通村（湾）路全部改造成双向道路，
新永桐公路通车后，驾车10分钟就可以上沪渝高
速，桐湖集镇至土桐线通村路由原来的3米拓宽至
6米，打通了集镇对外第二通道，桐湖香城片连接
武汉经开区的主要生产道路由不足3米拓宽为7
米，打通了东部瓶颈路段，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发挥群众力量共治共享
生态底色提升幸福成色

11月29日，又是一个周五，桐湖办事处河湖
长办负责人张友方、村民王庆永和志愿者们拎着蛇皮袋、拿着长柄钳出发
了，沿着湖岸线清理垃圾。

王庆永本是一名鱼塘主，自2017年桐湖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经
办事处工作人员深入宣传精养鱼塘的围垸、尾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他
主动铲掉自家10个精养鱼塘的圩埂，还湖103.5亩，更是主动当起“湖管
家”，在承包湖泊进行天然养殖的同时，严格落实河湖保护工作。

不远处的村庄里，村民也拿起扫帚、垃圾袋，在自家房前屋后清扫垃
圾、清除杂草、整理杂物，确保每一处角落都干净整洁。

为让和美乡村“美丽常驻”，桐湖办事处以片区党委引领美好环境与幸
福生活共同缔造走深走实，形成“每周五支部行动，每月末党委联合”的常态
化爱国卫生运动机制，引导更多村民从“观众”变“主角”，争当生态哨兵。同
时，利用辖区公共用房与闲置建筑，在河湖岸线建起5个河湖湿地保护站，
打造“基层河湖长之家”，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对辖区山水林田湖草进行全覆
盖监测和保护。今年5月，王庆永获评湖北省“幸福河湖共同缔造最美护河
员”，桐湖办事处获评湖北省“幸福河湖共同缔造成绩突出单位集体”。

在越织越密的环境保护网络下，桐湖河流湖泊水质长期保持IV类以
上，“净、靓、美”的村湾环境随处可见，“春游美丽草甸、夏观百鸟争鸣、秋
赏红蓼花海、冬品美味湖鱼”的四季生态优势尽显。

优质产品牵手餐饮“老字号”
特色产业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增收

水系资源丰富的桐湖地区，现在有1.5万亩水域发展湖鱼养殖产业，
其中近1万亩河湖水域采用“人放天养、以鱼护水、水清鱼美民富”的生态
养殖模式。

“鱼是吃浮游生物长大的有机鱼，价格虽高但品质好，每年都供不应
求。我们合作社已有近60户养殖户加入，去年达到5000万元产值，带动
农户增收近600万元。”香景汇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俊说。

乡村振兴带头人熊诗将今年6月与武汉百年老字号“德华楼”合作，每
天提供粗加工的鲜活鲫鱼600—700斤，用于企业生产招牌菜品糊汤粉。

目前，桐湖已初步形成香城大队鳜鱼和稻虾养殖基地、瓦渣堡大队螃
蟹养殖基地、香炉山大队莲藕种植基地、特养基地鳊鱼养殖基地等“4大
基地5大产业”的特色产业布局，产出的生态鲜鱼远销重庆、广东、江苏等
地，正在聚力打造“香妃鱼”区域公用品牌。

“今年，沉湖国际小镇建设起步区落地桐湖集镇，我们将立足‘沉湖门
户’定位，依托现有的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积极探索转型发展道路，将桐湖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绿色发展优势。”桐湖党工委书记万世雄表示。

（文/彭澎 周佳玲 陈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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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相关专业大学生逐梦田野

“小农夫”十年编织生态农业“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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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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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候鸟“如期赴约”桐湖省级湿地公园。

孩子们在“小农夫”田间课堂体验农事劳动。杨景勇在田间课堂给孩子们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