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 汉 乡 村 振 兴武 汉 乡 村 振 兴武 汉 乡 村 振 兴武 汉 乡 村 振 兴
5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舒展 美编：陈昌 版式：夏洋 责校：文婷

返乡创客行

“一册在手，解锁武汉乡村游密码。”
“五一”前夕，由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武汉
市财政局联合长江日报传媒集团出品的

“绿水青山五一‘村’会玩”——2025 武
汉乡村休闲游口袋书折页正式发布。4
月 27 日起，市民可在市内大型商圈、地
铁站、公交站、步行街等公共场所免费领
取，一册小巧便携的口袋书折页将成为
市民“五一”假期玩转武汉乡村的实用宝
典。

据悉，本期口袋书折页聚焦黄陂、蔡
甸、新洲、江夏等新城区，精心梳理多条
乡村游经典线路，网罗众多精品景区与
和美乡村点位。值得一提的是，口袋书
折页还特别推出了“市民下乡欢乐游乡
村”优惠活动。2025年5月1日至5日，
持有实体纸质版口袋书折页的市民，前
往木兰花乡（木兰不夜城）、点溪园古法
红糖小镇、紫薇都市田园、鲁湖梦里田园
等乡村游点位，可享受门票优惠、游玩项
目免票、民宿预订打折等超值福利，具体
优惠政策详见口袋书折页。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武汉乡村
景区活动精彩不断。位于黄陂的木兰花
乡（木兰不夜城）景区，“花火渔灯节”将
璀璨启幕，绚丽的灯火映照古街，民俗表
演热闹非凡，特色美食香飘四溢，让游客
们沉浸式感受木兰文化的深厚底蕴。木
兰草原将重磅推出全新超现实沉浸式实
景演出《山海烬长歌》，5 月 1 日首演当
天，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的奇幻世界
将带观众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神话
之旅。

位于蔡甸区官塘村的武汉野生动物
王国是亲子家庭的绝佳选择。在这里，
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各类珍稀动物和萌
宠。“五一”期间，园区精心策划了趣味科
普活动，让孩子们在游玩中收获知识与
欢乐。而花博汇景区内，郁金香、虞美人
等繁花竞相绽放，全天30余场演艺轮番
登场。白天，游客可乘坐观光小火车穿
梭花海，享受浪漫田园风光；夜晚，非遗
灯火秀与升级的烟花秀点亮夜空，古戏
台前古风话剧精彩上演，传统与现代元
素交织，带来独一无二的文旅体验。

新洲区丰乐村的紫薇都市田园同样
不容错过，“五一”正值花卉观赏佳期，五
彩斑斓的花海如诗如画。除了赏花，游
客还能参与农事体验活动，在田园间感
受农耕文化的乐趣，放慢脚步享受惬意
的乡村慢生活。

“发放乡村游口袋书折页，旨在进一
步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武汉乡村游产业
蓬勃发展。”武汉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
发展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借此吸引
更多市民走进乡村，领略田园风光，深度
体验武汉乡村休闲游的独特魅力，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消费新动能。

（余康庭 文剑）

“1月26日，1号棚整地施肥；1月27日，铺地灌带、地膜；
2月1日，2号棚整地施肥；2月3日，铺地灌带、地膜……”在
24岁的田志杨的笔记本上，满满都是这些看起来枯燥无趣的
记录。“我把每天的工作内容都记录下来，一方面可以在出了
问题的时候回头看看是哪一步出了错，另一方面也能够对每
一阶段进行分析总结，找出最好的方法。”2022年大学毕业，
田志杨便回到家乡江夏区乌龙泉街道四化村投身西甜瓜种
植，近3年来，他的种植笔记从未间断，“以前江夏土地堂的
西瓜很有名，我希望它以后更有名”。

“田里田外所有活我都干过了”

4月21日上午，田志杨正在乌龙泉街道土地堂西甜瓜基
地的大棚里和技术人员沟通近期的工作。“现在正是西瓜开
花、授粉的重要时间，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要及时准确完
成，不然会影响西瓜的产量和品质。”田志杨一边说，一边摘
掉了一个刚结出来的小瓜，“像这种过早结出来的瓜，品质
一般都不好，所以要先去掉。”你很难想象，这位对西甜瓜种
植的各种“诀窍”都能侃侃而谈的“00后”，从开始种瓜到现
在还不到3年时间。

2022年，刚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田志杨面临就业的
选择：是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还是自己做一点事业？从小就
独立的他果断选择了后者。“小时候父母忙于事业，我6岁之
前都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性子比较‘野’。”田志杨说。
然而，具体做什么是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田志杨的父亲田光成年轻时曾在外打拼多年，2011年
在街道和村委会的邀请下回乡，当选为四化村党支部书
记。在田志杨踌躇时，田光成刚好去海南考察了西瓜产业，
回来后感叹这一行大有可为，并在聊天时说起，江夏区这些
年正谋划重新打造土地堂西瓜品牌。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田志杨从小就听说过土地堂西瓜，当即动了回乡种植西
甜瓜的心思。

田志杨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而且田光成
认为，土地堂西瓜这些年名气不显，种的人也少了，要想重
振品牌，需要有人带动。“我作为书记，来带这个头责无旁
贷。”父子俩能够一起为一个目标努力，田光成动力十足，
但他也对田志杨提出了要求：“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不要
好高骛远。”

很快，田光成联合村里人成立了合作社，建起60亩标准
化大棚的土地堂四化村西甜瓜基地，并找来武汉市农科院、
江夏区农业农村局、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高校的专家提供
技术支持，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甜瓜。田志杨牢记父亲的教
导，知道自己在这一行是新手，就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跟
着专家学、跟着老瓜农干。

“最初的两年，从整地到挖沟、从下苗到授粉、从收获到

销售，田里田外所有活我都干过了。”田志杨对于当时的辛
劳记忆犹新，“但这些辛苦是值得的，经过了这些，我才敢说
自己对这一行有一些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田志杨白天干活，晚上记笔记、分析工
作、总结经验教训，他还用上了上学期间的学习经验，把要
记录的内容分成人、财、事三类，分别记在三个本子上。两
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笔记记了厚厚三本，“我们第一年仅西
瓜就种了56个品种，所以要记录的内容特别多。”但田志杨
认为这个办法确实有用，“经过分析和总结，最终我们选定
了9个品种长期种植。”

基地的技术主管董光斌是一名种了十几年瓜的“种瓜
能手”，他亲眼见证了田志杨的成长。“他（田志杨）特别好
学，也特别勤奋，这些年的成长非常快，”董光斌对田志杨非
常肯定，“而且他对于各种新技术特别敏感，有些方面比我
懂的还多。”

“这不只是一项事业，更是我的生活”

2024年国庆节期间，西甜瓜基地和一家大型超市联合举
办了西瓜节。在这次销售活动中，田志杨力排众议，提出改
变传统的只卖整个或半个西瓜的销售模式，把一部分西瓜做
成果切零卖，顾客购买踊跃。“第一天准备的200份，上午10
时就卖完了。紧急追加500份，到下午5时许就卖完了。”对
于这一成绩，田志杨非常自豪，“整个国庆节长假，西瓜果切
都卖得很火爆，也让之前不同意这种卖法的人都服了气。”

提出这个想法并不是“拍脑袋”的结果，田志杨介绍，他
在活动之前就对顾客群体做了详细的分析：“逛超市的人总
不能提着个西瓜逛街吧？太不方便。而且逛街累了，果切可
以直接吃，比整个西瓜方便多了。”田志杨把这种对于市场的
关注和西瓜的种植也结合起来：“以前的家庭人多，买西瓜都
喜欢买大个的。但现在的家庭规模普遍变小了，吃不了那么
大的西瓜，所以我们现在种的西瓜以每个六七斤重为主。”

销售活动的成功让田志杨更加自信，也让他看到规模
不足对于拓展市场的限制。于是，他就和父亲一起合计着
扩大基地规模。说干就干，他们很快就从村集体流转了100
多亩地，用于建设新的西甜瓜基地。去年底，新的基地开
工，田志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守
在现场，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如果说之前的基地建设我还
在学习，那么新的基地我就想更多地实现自己的想法。”田
志杨干劲十足。

对于儿子全身心地投入和成长，田光成感到很欣慰，却
有着更高的期望：“他在基地的生产管理方面算是入了门，
但是在经营和拓展方面还要提高。”田志杨承认，父子俩在
基地的管理运营方面并不总是意见一致，有不同看法时，他
会尽量说服父亲。而田光成往往选择信任儿子，让他放手

去闯。之所以有这样的信任，除了对儿子的包容以外，也因
为田志杨此前已经经受过不少锻炼：“他上学期间，在假期
做过不少短期的工作，洗过车、在工地做过小工、在小区当
过保安，我相信他有自己的考虑。”

天天守在基地和工作里，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同龄人
的很多娱乐和感情生活似乎都距离田志杨很远，可他对此
却并不看重：“我觉得现在的重点是把事情做好、把产品的
质量进一步提升上去，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在基地的忙
碌之外，田志杨还会参加各种学习和考察，每次回来都会让
他更有紧迫感：“别的地方也都在进步，新技术不断出现，我
们也不能停步。”

在田志杨的工作安排里，要做的事情确实很多：育苗基
地最近就要完工，必须盯紧；新平整的空地要种果树，品种
还得确定；电商渠道怎么建设，还要仔细思考；西瓜品种如
何进一步改良、提升质量，也必须摸索；他还计划着把基地
里配套的旅游体验项目完善起来……对于现在的状态，田
志杨表示很充实也很满意：“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项事业，
更是我的生活。”

“把事情做成的感觉很帅”

对于目前的土地堂西甜瓜基地来说，销售似乎并不是
个问题，每年的西瓜基本是供不应求，但田志杨并不满足，
他认为产品的品质是一切的基础，而目前基地的西瓜品质
只是中等水平，还不够高。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近期的目标：

“我希望基地的西瓜能够达到进入大型知名连锁超市的标
准，这样才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相较于对品质的高标准，他对于规模的扩张却显得相
对“保守”：“基地目前的这个规模很合适，扩张太快也不好
管理。”如果市场有更多的需求，他的选择是让更多人参与
进来：“以后基地做出了成绩，可以发动周边的种植户一起
参与，我们来提供种苗、管理标准和销售渠道，让大家都能
增加收入。”在这一点上，田志杨显然是把父亲的提醒和期
望牢牢记在了心里。

西甜瓜基地的屋顶醒目位置有一行大字：“湖北西瓜
王 江夏土地堂”，这是江夏区提出的愿景，似乎也是田志杨
展现出对未来“低调的野心”。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打
工工资时的快乐：“那种成就感实在是太帅了。”这种感觉让
他久久难忘，因此，对于创业的目标，田志杨更看重的是把
事业发展起来的成就感。

“土地堂的西瓜以前是武汉的一张名片，如果我能把土
地堂西瓜名气重新打起来，那种感觉有多帅？要是能让土
地堂的西瓜走出湖北、走向全国，那就更帅了……”这一刻，

“00后”的锐气在田志杨身上展露无遗。
（宋涛 张薇 姜勇）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王璐）近日，武汉市蔡甸区禁捕办执法人

员深入东荆河附近的香炉山社区、香妃湖社区以及桐湖学校等

地，开展禁渔宣传活动。这是蔡甸区2025年禁渔期宣传月活动

之一。此次活动以“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市场、进餐馆”的

“五进”宣传策略为核心，推动禁渔政策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共

同保护江河生态的良好氛围。

当天，工作人员沿东荆河岸线展开了拉网式巡查，通过车载

音响、手持喇叭循环播放政策要点，并在重点区域张贴海报、发放

宣传单，结合电鱼、锚鱼等违法案例，向居民及垂钓者普及非法捕

捞的法律后果及生态危害。

为了确保监管无盲区、无死角，执法人员采取了人员岸巡、渔

政视频监控和无人机高空监测等多种手段，对重点水域进行了全

面监控。

蔡甸区禁捕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强化日常巡查与

突击检查，重点打击违规垂钓及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政

策宣传，巩固禁渔成果，为构建美丽和谐的江河生态网贡献力量。

“五进”宣传织密江河生态保护网

山花烂漫
4月下旬，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云雾山上，6500亩

杜鹃花竞相盛开，吸引了众多游客。图为游客乘坐索

道赏花。 郭贤乐 摄

“我特别喜欢乡里纯正的菜籽油，这次《大地》周刊搞活
动可以预订今年最新鲜的菜籽油，我立马预订了两桶！”上
周，“大地丰味”首期活动推荐的黄陂春榨菜籽油受到不少消
费者关注。作为《大地》周刊的忠实读者，网友“天天快乐”第
一时间扫码进入“大地丰味优质农产品团购群”进行接龙预
订，盼望着品尝今年春天的第一缕油香。

“大地丰味——武汉优质农产品行”乡村振兴行动，是
在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下，由《大地》武汉乡村振
兴周刊联合长江严选电商平台共同推出，旨在搭建一座桥
梁，让武汉田间地头的丰收更快、更鲜、更安心地抵达市
民餐桌，让武汉的优质农产品滋养武汉人的幸福生活。

本次春榨菜籽油的产区，是农业农村部、湖北省农业农
村厅认定的“核心科技示范户”——黄陂区祁家湾刘小丫家
庭农场，今年油菜种植核心区面积为350余亩。近年来，黄
陂区油菜生产面积一直稳定在20万亩以上。刘小丫家庭农
场种植的优质油菜品种，配合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测土施肥
技术，并由黄陂区农业农村局专家全程驻场指导，确保从田
间管理到压榨工艺的每个环节都经得起考验。“我们会守着
榨油车间的第一缕香气，把最新鲜的祝福装进每个油瓶。”农

场负责人刘翠娥表示。
“这是会呼吸的菜籽油。”黄陂区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科负责人占海燕介绍，越冬生长的春油菜经历120
天生长期，其维生素E含量达夏收油菜的1.5倍，β-胡萝卜
素含量提升30%，尤其适合儿童营养补充。另外，菜籽油中
的胆固醇很少或几乎不含，可以起到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终于又能尝到这口家乡的油香！”网友“CLORIS”在
“大地丰味优质农产品团购群”接龙预订了2桶新鲜菜籽油
后，兴奋地留言。她介绍，自己在黄陂老家长大，小时候常吃
奶奶用菜籽油做的菜，“那口香味无法代替”。工作后离开家
乡，老家也慢慢没什么亲人了，市场上购买的菜籽油，感觉都
没有小时候的味道。这次，“CLORIS”看到“大地丰味”严选
的黄陂春榨菜籽油，果断入群预订，“想给我的孩子也尝一
尝，这就是他妈妈小时候爱吃的味道”。

“我是宜昌人，在武汉成家多年，很想念菜籽油的醇香。”
网友“HWJ”表示，小时候外婆会在菜籽油里放点蒜片和花
椒，然后慢火煎出金黄香嫩的鱼，那种香味至今难忘，“而且
高烟点、低芥酸的菜籽油营养丰富，很适合买回家做菜”。

（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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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倾诉心声：一碗油香藏着故乡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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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生活”

回乡大学生的三本创业笔记

本版策划/李英波 统筹/贾蓓

刘小丫家庭农场油菜籽计划4月底采收，经过自然
晾晒后，预计5月中上旬“开榨”。春榨菜籽油预售通道
已经开启，市民和读者朋友可扫描下方右侧二维码，进
入“大地丰味优质农产品团购”微信社群，进行接龙预购。

预售价：“刘小丫春榨菜籽油”5L/壶，市场价150元/
壶，预购优惠价125元/壶，预计5月15日左右统一发货。

温馨说明：“大地丰味”推荐的武汉优质农产品，价格
均为农场直供价，主办方不对农场收取任何费用和差价，
请市民和读者朋友通过“大地丰味”活动唯一通道购买。

扫码关注
“武汉大地”微信公众号

了解更多预订信息

扫码进入
“大地丰味”
官方预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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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丫春榨菜籽油”接受预订

田志杨的三本创业笔记。田志杨（右）和董光斌在大棚里交流工作，两人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 宋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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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阡陌之间，正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以魄力书写乡村故事。政府搭台、政策赋能，从资金扶持到技能培
训，为返乡创业者铺就“归田”坦途。《大地》武汉乡村振兴周刊联合武汉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处推出“返乡创客
行”栏目，记录他们如何将新思维注入土地，让政策红利落地生根。这里既有破局者的热血突围，也有乡村振兴的微
观图景，田间地头，皆是新农潮的星辰大海。

【开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