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顾环宇

古色古香的中医馆内药香袅袅，生机勃勃的
中医药材种植基地绿意盎然，孩童们在彩绘墙下
嬉戏追逐……走进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道幸福
村膏药铺湾，宛若走进一幅恬静又富有生机的田
园画卷。这座因“柳太婆膏药”故事享誉四邻八村
的古村落，正以党建引领、生态筑基、文化赋能的
创新实践，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从3年前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元、村集体
年收入 10 万元的普通村，到今天人均年收入近 3
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翻番的省级示范村，幸福村的
蜕变密码，蕴含在三组“发展公式”中。

党建引领下的“共富方程式”
“过去守着菜地愁销路，现在订单

追着田埂跑！”

幸福村紧邻乌龙泉集镇，京广铁路、武咸城际
铁路、纸贺公路穿境而过，下辖6个村民小组，7个
自然湾。

该村膏药铺湾膏药济世救人的故事流传至
今。走进湾子，可以看见一块展示牌，手绘的彩色

“幸福村膏药铺湾导览图”格外醒目。观之，膏药
铺湾概貌一目了然。湾内不仅有儿童乐园、农家
书屋、篮球场、停车场、公共厕所、研学教室等与现
代城市生活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还有中医馆、山舍
民宿、观澜亭等建筑及景观，环绕村湾周边的一片
片绿，是中医药种植基地、中医药研学基地及灵山
生态文化旅游区。

青山绿水间，这幅现代乡村振兴图景是如何
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幸福村党支部书记陈拥军给
出了他的回答：“片区联动，攥指成拳！”陈拥军介
绍，组建片区联合党委，强化党建引领，推动产业
发展，是实现共富的关键。

2022年，幸福村联合附近的灵山、勤劳两村，与
武汉出版集团、江夏物控集团等成立灵山片区联合
党委，由街道分管领导担任党委书记，以“党建+美
丽乡村”为发展模式，建立“片区+村+职能部门+党
员”四方联动机制，通过组建“强村公司”灵泉谷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整合片区资源，打造中药材种植基
地、乡村振兴服务站等7大项目，建设集观光旅游、
休闲娱乐、特色采摘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联合党委推动“国企联村”行动，武汉出版集
团投入120万元在膏药铺湾建成50亩中药材种植
示范区，与国企后勤集团签订农副产品采购订单，
形成“种产销”闭环。目前，中药材种植、研学基地
已为周边村民提供20余个岗位，帮助农户人均年
增收2万元。

50岁的村民董翠华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以前
她家种的菜卖不出去，赚不到钱，丈夫常年在外务
工，她个人一年总收入也就四五千元。现在，村里

统一承接订单，她种的鲜菜瓜果不愁销。“我不仅
种菜，还开了一间小型大米加工作坊，去年，我一
个人的收入超过3万元，比3年前翻了五六倍。”她
风趣地说，“过去守着菜地愁销路，现在订单追着
田埂跑！”

生态账本里的“绿色辩证法”
“村容美了，心气顺了，这就是我

们的绿水青山！”

在膏药铺湾的生态账本里，绿色与发展并非
单选题。曾严重影响生态的灵山矿被关停，经生
态修复改造成生态文化旅游区。依托当地优越的
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中药文化底蕴，幸福村将和美
乡村建设、生态旅游紧密结合，引入余家湖集团租
赁12栋闲置农房改造成低碳民宿。周边村民们也
自发把自家民房提档升级，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退休后回村的吴强国也瞅准这一商机，租赁
两栋村民闲置房，以“低碳”理念开了家“拾旅乡间
民宿”：安装了小型光伏发电站提供电能，采用的
空气能热水器比传统电热水器节电一半以上。他
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实现“零碳民宿”。

50亩药田推广“药菜轮作”模式，减少化肥使
用量；作物管护时采用粘虫板、红外线等物理方法
除虫；大棚种植通过设置内棚、外棚增温，不使用

“一块炭”“一滴油”“一度电”……在日常农业生产
中，坚持绿色生态已成为村民们的共识和自觉。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打拼多年的陈亚雄，也被吸
引回到了村里。作为“回乡能人”，他创办的武汉幸
福农场专业合作社一直坚持绿色发展，他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以种植50亩丹参田为例，采用人工除草
维护，一年要花费15万元；采用农药除草，一年仅
5000元就搞定了，“表面上看，采用人工除草的生产
成本要高很多，但绿色高品质的农产品更安全，更
受市场欢迎，价格也比普通农产品高，最关键的是
打出了生态绿色品牌，带动了乡村旅游，实现了农
产品订单式种植，潜在品牌效益巨大”。

“好生态能‘生金’。”陈亚雄笑着说，现在村里
的土鸡150元一只，土鸡蛋1.5元一枚，供不应求。
他们自制的“柳太婆”牌“筋骨消痛贴”上市没多久
就卖了2万余盒，销售额突破百万元。

“保留村湾原汁原味生态，不乱砍伐一棵树，
不随意破坏一池碧水。”在膏药铺湾采访，记者发
现，低碳绿色理念体现在村湾环境改造的诸多细
节中：打造儿童游乐场，搭建简易投靶架子、秋千、
跷跷板、蹦蹦床及其他游乐设施，所有材料都来自
乡间田野；陈亚雄修建幸福咖啡馆、研学教室时，
为了保留一棵树，专门在地板上“打洞”，给树留出
生长空间，如今“树在屋中”已成为村湾一景。

“山水田园居，悠然慢生活。”69岁的“老支书”
吴成林感叹，“村容美了，心气顺了，这就是我们的
绿水青山！”

文化滋养中的“幸福公约数”
“在幸福村喝上一杯‘幸福咖啡’，

是最惬意的事！”

“空山新雨后，咖啡喝不够。”你很难想象，在
一间远离市区的农家书屋，随时会有热腾腾的咖
啡提供。村民们乐呵呵地将之称为“幸福咖啡”。

2021年，幸福村依托“国企联村”行动，与武汉
出版集团合作，将原农家书屋搬迁至膏药铺湾进
行提档升级。新的农家书屋，周边绿树成荫，环境
静谧，来读书的村民越来越多。在这里，村民和游
客可以阅读、喝咖啡、休息，体验数字农家书屋的
便捷，感受乡村非遗及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书屋成为村民们开会议事的新场所，大家在
此读书议事，心贴得更近了。”陈拥军说，这里还陈
列着村民捐赠的百年制药器具，见证着乡风文明
的嬗变。村湾内，以膏药铺中医文化、共同缔造理
念、健康乡村为主题的一面面墙绘，也成为展示膏
药铺湾特色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提升乡村颜值和
文化品位。

村里更是将文化认同转化为治理效能。2022
年，幸福村申报为省级乡村环境微改造共建村，村
里联合专业团队拟定了18款微改造方案，通过“湾
组夜谈会”“村民沟通会”等形式，引导村民参与决
策，村庄怎么建，由村民来投票决定。

村民共谋共建的热情高涨。张奶奶主动撤掉
自家旱厕，修建公共凉亭；村民集体捐资5万元修
建村湾体育场；湾内的100余座祖坟地，在村民积
极配合支持下，整体外迁，没有发生一起纠纷。

27岁的陈颖大学毕业后，选择在离村湾不远
的街道上班。这位酷爱古风装饰的姑娘告诉记
者，潜移默化的文化滋养提升了村民们的素养，特
别是村里的老人们，更乐意接纳新生事物了。“以
前，我在村里穿汉服，老人们都会用批评的眼光看
我，现在则会竖起大拇指说‘好看’。”陈颖还谈到
一个细节：以前村里老人习惯随地吐痰，现在则是
先用纸把痰包住，再扔到垃圾桶里。

湾子里的农家书屋里不仅有热咖啡，湾子自
制的“陈三一”牌“幸福养生茶”也格外受欢迎。陈
颖是书屋常客，她说，周末回村，坐在书香浓郁的
书屋里喝上一杯热腾腾的“幸福咖啡”，是最惬意
的事。

初春的阳光里，村口文化墙上“百年传承膏药
铺，幸福康养新生活”的标语格外醒目。乡村直播
间内烘干机嗡鸣作响，新一批“柳太婆”膏药即将
发往全国。与村湾相邻的将军山工业园和村民还
建房“幸福小区”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乌龙泉街道党工委书记汤纲不由感慨：“幸福
村的振兴故事证明，当党建红、生态绿、文化金交
织共融，传统村落也能奏响新时代的‘幸福协奏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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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位于黄陂
区王家河街道群益村的
天健莓好创意农业生产
基地里，蓝莓长势喜人。
由于基地采用了智能温
控、基质栽培等新技术，
首批蓝莓已悄然成熟抢
鲜上市，较传统露天地栽
的蓝莓提前了两个多月。

2月19日，笔者走进
该基地，只见占地 70 余
亩的蓝莓园呈现出一幅
生机勃勃的田园“莓”
景。在精心调配的基质
中，蓝莓树生长得格外茁
壮，放眼望去，蓝绿相间
的蓝莓果挂满枝头，熟透
的蓝莓表面包裹着一层
薄薄的果霜，透出幽微的
蓝紫，令人垂涎欲滴。蓝
莓树间，数名采摘工人正
在忙碌，采摘已经成熟的
蓝莓果。

基地负责人李白鸽
介绍，一般传统露天地栽
的蓝莓树，从种下到挂
果，需要 2—3 年的等待
期，且生长周期具有明显
的季节性，只能在特定时节集中上市。而天健
莓好创意农业基地却打破了这一常规，通过农
业新技术、新模式，基地借助智能化设备，可精
准控制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已经实现蓝
莓全年持续生长。同时依托先进的物联网设
施，实现水肥一体化智能管控。她现场打开手
机APP向笔者展示线上操作：“如今，在手机上
可以实时监测并调节大棚内的温度、湿度，给蓝
莓全自动供水供肥。只需动动手指，就能轻松
完成种植管理，真正做到让科技走进田间地
头。”

据了解，近年来，基地在种植技术上采用科
学配比的无土基质，模拟蓝莓原生的酸性土壤
环境，大大降低了根系病害发生率。同时，巧妙
布局不同品种的蓝莓，实现了分批挂果。不仅
填补了汉产蓝莓市场的空白期，还能延长蓝莓
的成熟周期，经济效益显著提升。目前，群益村
种植的蓝莓涵盖了市场新宠“花香蓝莓”等4个
品种。“本地地栽蓝莓一般5月中旬左右开始上
市，但我们可以提前两个月。像基地这块地，是
去年4月才开始种植，现在已经挂果了，到3月
中下旬便可实现批量产出，具有极高的经济价
值。”李白鸽说。

“借助科技力量，蓝莓生产不仅上市时间
有所提前，在产量和品质上也有不俗表现。”
李白鸽介绍，目前基地蓝莓的亩产量预计可
达4000斤，远超普通地栽模式亩产800—1200
斤的水平。同时，基地出产的蓝莓果实品质
也十分出众，“1 元硬币的直径是 22 毫米，我
们的果子直径普遍在 18 毫米以上，接近 1 元
硬币大小，最大的果实直径甚至可达 30 毫
米”。笔者随手摘下一枚已经成熟的蓝莓进
行测量，直径达到了24毫米，入口带着微微果
酸，甘甜多汁。

“现在得益于蓝莓提前上市，抢占先机，亩
产和效益都不错。未来，我们准备进一步扩大
种植面积，丰富种植品类，引入更多现代科技，
解锁水果种植新方法，让更多新鲜水果借助科
技翅膀，更早、更好地飞上百姓餐桌。”李白鸽
说，希望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把蓝莓好味道传递
给更多市民，同时让村民的生活更好，为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余康庭 谢聪）

共享村落
梁子湖畔的江夏区山坡街道绿化村熊家

湾，17户村民全部外迁，17栋年久失修的农房被

改造一新，探索“共享村落”民宿发展模式。如今

的村湾风光迷人，16栋民宿已经迎来了新主人。

吴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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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市民可联
系蓝莓园基地负责人李白鸽咨询蓝莓购
买、采摘等事宜，电话：13006103470，地
址：黄陂区王家河街道群益村大湾刘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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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村的“幸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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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太婆膏药故事
的非遗传承
膏药铺湾因膏药而得名。

百余年来，柳太婆膏药故事在当
地口耳相传。2024 年 5 月，“乌
龙泉膏药铺的传说”被列为江夏
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目前正积极申报武汉市市
级非遗项目。关于柳太婆其人
及膏药故事，幸福村曾专门组织
专家进行考证，通过对族谱记载
及膏药制作方的考证，得以还原
故事原貌。

膏药铺湾是一座历史悠久
的自然村湾，主要为陈、吴两姓
居民。村湾民风淳朴，崇尚传
统。公元1855年（咸丰五年）冬
的一天，陈氏柳太婆在上街途
中，见村湾路边躺着一位老人。
她急忙上前探问，得知此人姓
董，原为道光朝太医院吏目，云
游天下以治疑难杂症为生，因突
感肚痛倒地。善良的柳太婆见
状，收留了年逾七旬、孤苦无依
的老人。老人虽得柳太婆一家
精心照料，但终究因病重去世。
弥留之际，为了报恩，老人将自
家祖传膏药配方传给了柳太
婆。得到膏药秘方的柳太婆依
法熬制，开始售卖膏药，名声渐
渐在十里八乡传开，“膏药铺湾”
名字也由此而来。清同治年间，
柳太婆后人创立了“长兴堂膏药
老店”，并于1900年在汉口姑嫂
树开设分号，1938年在咸宁永安
镇增设分店，生意红火，声名远
扬。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传承，
柳太婆膏药技艺从未失传。据
村里老人介绍，柳太婆膏药主
要由桐油与金丹两味主药精制
而成，其熬制工艺复杂精细。
其后人在长兴堂膏药老字号的
基础上，于 2023 年注册成立以

“膏悦堂”为载体的新时代国医
品牌矩阵，推动中医药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通
讯员顾环宇）

村湾里的农家书屋，随时有热腾腾的咖啡提供。 刘帅 摄村里打造儿童游乐场的材料都来自乡间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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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莓园里，工人正在采摘已经成熟的蓝莓果。
通讯员谢聪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陈雪莹 王进 李帆）为护
航春耕生产安全，2月20日，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组织召开
部署会，正式启动2025年全市农资打假专项执法行动和全市春
季种子市场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根据行动方案，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将重点对近年来在国
家、省、市抽查中暴露问题较多、新闻媒体曝光较多、投诉举报
较多的区域及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种植养殖生产基地、菜篮子
产品主产区，以及互联网领域等开展重点执法检查。

会议强调，要紧盯关键农时，围绕春耕、夏种、秋收等重要

节点，重点整治种子、农药、化肥、兽药、饲料等农资领域突出问
题；强化“净网”行动，严打网络售假、农资下乡“忽悠团”等违法
行为；严查大案要案，对违法线索深挖彻查，涉嫌犯罪的坚决移
送公安机关，形成司法震慑；推动共治共享，通过典型案例曝
光、普法宣传等方式，提升农民识假辨假能力，营造全民监督氛
围，以硬举措守护粮食安全。

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负责人表示：“要以‘零容忍’态度
打击假劣农资，为农业丰收、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保驾护
航。”

我市农资打假“零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