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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清晨5时，曙光微露，位于东西湖
的西湖大农仓的钢架大棚内已是一片繁忙景
象。几十名戴着草帽的采摘工人手持剪刀，穿
梭在茂盛的藤蔓间，“咔嚓”声此起彼伏。鲜嫩
饱满的番茄、修长油亮的瓠子、翠绿肥嫩的辣
椒，带着清晨的露水，以最快速度从田间启程，
奔赴市民餐桌。

从种苗起一路优种优长
每天近4万斤果蔬供应市场

西湖大农仓，全称“东西湖区农业现代化及
农旅融合综合示范区”，由东西湖区农投集团投
资建设。走进西湖大农仓项目一期，百余个浅
蓝色的钢架大棚整齐排列，在晨光中泛着金属
光泽，气势十足。

这些“钢铁堡垒”外，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
如同精密的“营养师”，通过遍布田间的传感器
实时监测土壤养分与作物“健康状态”。针对番
茄喜暖、瓠子喜湿、辣椒嗜肥的个性化“口味”，
设备能精准调配氮磷钾“营养餐”，让每一株作
物都能“吃好喝好”。

在每个生产单元旁，宽 7 米、深 2 米的硬
化沟渠与棚前定制的 U 型排水渠相互配合，
宛如高效的“排水卫士”，能在雨天迅速抽排
大棚周边雨水，为农作物打造出安全舒适的
生长环境。

西湖大农仓种植的种苗，均来自同集团
的东西湖维农种苗有限公司。维农生产主管
王福忠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大棚间，指尖轻抚

挂满果实的藤蔓，眼中满是自豪：“你看，这片
大棚 200 多亩的‘明星产区’，番茄沙瓤多汁，
瓠子清香可口，辣椒维 C 丰富，这些‘新鲜使
者’通过集团所属的金银湖餐饮公司，优先供
应东西湖区内农贸市场、商超、食堂，还将搭
乘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大市场。”他透露，近段

时间，基地每日近 4 万斤新鲜果蔬“奔赴”市
场，保障供应。

东西湖区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培
育优质种苗，到大棚内标准化种植管理，再到线
上线下联动的市场销售推广，西湖大农仓通过
上下游贯通，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果蔬“佳绩”连连看
农文旅融合向未来

据介绍，西湖大农仓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
项目总面积约1.05万亩，其中一期投资2.9亿元，
重点整治全域基础设施和新建农业大棚等工程。

根据实际条件，西湖大农仓项目一期率先启
动1800亩生产计划，其中300亩种植辣椒、大番茄、
紫茄子等蔬果，剩余1500亩种植豆角、茄子等品
种，充分挖掘东西湖区现有农业优势及品种。

自去年10月首批350余亩农业大棚投入生
产以来，基地果蔬产品以“新鲜、营养、安全、放
心”的优良品质，受到市场青睐。“一期计划建设
农业大棚840个，将陆续投入生产。同时，将通
过培育‘金银湖’和‘东农科’两大自有果蔬品
牌，增强市场竞争力，也让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地
购买到西湖大农仓产地产品。”

指着棚内生长旺盛的各色果蔬，东西湖区农
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保障基地果蔬品
质，预计7月起，大棚将实行轮作“罢棚”，对罢棚
区内的尾果、土壤、设施等进行清除、修复、增肥、
晒棚等新一轮管理，为秋季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东西湖区农投集团项目工程部部长陈思莹
介绍，除满足菜篮子保供需求外，西湖大农仓还
将为市民带来更多田园体验乐趣。随着项目的
逐渐开展，“大农仓”规划有蔬果采摘区、一米菜
园体验认领区、农夫稻田农事体验区等，为市民
提供亲近自然、体验农事的好去处。

（余康庭 胡利明 吴育林）

长江日报讯 当前，汉产白豇豆迎来采收季。近日，全市新城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种植大户代表走进位于东西湖区的金色惠

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全力推动《豇豆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

示范》项目落地，探寻设施蔬菜绿色生态高效栽培的创新途径。

本次活动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教中心、省蔬菜气象

服务中心联合主办。活动现场，金色惠农合作社的豇豆繁育示范

基地里，连栋大棚内豇豆植株顺着爬藤网向上攀爬，豇豆垂直生

长，既美观又亮眼。

据介绍，大棚里白豇豆种植采用“立柱+爬藤网”种植模式，

相较于传统人字架斜坡爬藤模式，更能引导豇豆藤蔓直立攀爬，

充分利用垂直空间，使土地利用率大幅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显著

提升。“基地内培育的是华豆源自豇豆品种，亩产超4800斤，每亩

收入可达2万元左右。”合作社负责人王建兵介绍，“直立生长不

仅保证了植株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还解决了豇豆弯曲变形问

题，产出的豇豆条直饱满，品质出众。通过该种植模式，豇豆采收

环境也得到优化，采收效率提升超10%，且每亩可节省架材购置

及人工费用2100元，实现了增产提质与降本增收的双重突破。”

（蔡梦娅 周小平 刘倩 甄艳红）

“立柱+爬藤网”式种植让白豇豆增产增收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为挖掘荆楚乡村特
色资源，激发消费活力，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由武汉市乡村发展
协会主办，长江日报乡
村振兴传播中心、武汉
农博会展有限公司、湖
北省休闲生态农业发
展协会承办的“2025 荆
楚和美乡村清凉一夏

‘最佳推荐地活动’”正
式启动。

即日起至6月3日，
省内符合报名条件的乡
村旅游主体均可报名参
与，角逐“最具人气清凉
避暑推荐地”“最具人气
乡村夜游推荐地”“最具
人气乡村潮玩推荐地”
三大特别荣誉，展现荆
楚和美乡村多元魅力，
为游客提供盛夏乡村休
闲新选择。

本次活动以“清凉
荆楚·乡约盛夏”为主
题，立足湖北武汉乡村
资源优势，聚焦“清凉避
暑”“乡村夜游”“乡村潮
玩”三大类型，面向全省
乡村旅游景区、特色村
落、休闲农业园区等主
体开放报名。参选单位
须具备鲜明的主题特
色、完善的旅游设施及
良好的生态文化基础，
通过提交文字、图片、视
频等材料，展现自身在
避暑资源、夜间文旅项
目或潮流体验中的创新
亮点。

活动主办方表示，
此次活动旨在以“小切
口”推动乡村旅游“大
发展”，通过挖掘湖北
武汉优质乡村文旅资
源，打造避暑、夜游、潮
玩新标杆，促进区域协
作与产业融合。主办
方向全省乡村的优秀
景区景点发出邀请，希
望与这些景区景点一
起，推广荆楚农文旅特
色 ，呈 现 湖 北 绿 水 青
山，为全国游客带来湖北“清凉一夏”盛宴。

据悉，此次活动最终结果将于6月14日在
武汉农博会“2025 和美乡村清凉一夏”嘉年华
开幕式现场发布，并向获得“最佳推荐地”称号
的乡村游主体授牌，同步发布《清凉一夏惠民口
袋书》，启动“清凉一夏”嘉年华惠民活动。活动
组委会还将推动名优农产品进景区，延伸消费
链条，实现“以游促购、以购兴农”的良性循环，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这个夏天，让我们共同见证荆楚乡村的清
凉之美、夜色之魅、潮玩之趣！”主办方诚邀荆楚
乡村旅游主体携手打造湖北武汉文旅新名片！

冬瓜可以长到多重？80斤。更令人称奇的
是，这种“重型”冬瓜还是吊着长的。在黄陂区祁
家湾街道康都村明庄园家庭农场，冬瓜是长成
30斤的“常规型”，还是长成80斤的“重型”，已经
完全可以通过人工留藤等措施“信手拈来”。

明庄园农场负责人、返乡创业的“90后”退
伍军人明阳光，从一位蔬菜种植的“门外汉”，通
过在种植业不断摸爬滚打、积累经验，不仅把冬
瓜增产的诀窍摸得“门清”，还利用废旧大棚拱架
改良金属爬藤架，成长为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振
兴蔬菜种植产业的“领头雁”。

当冬瓜学会“吊威亚”
理论上的“亩产翻番”成为现实

初夏时节，明庄园家庭农场的瓜田地上，金
属架搭成的“X”型爬藤架在阳光下投下整齐的
影子。不远处的另一块豆角田里，还支立着传统
的“人”字型竹质爬藤架。两相对照，金属棚架的
高度、空间优势明显。

“这是2024年初的冻雨过后，我亲手改良的
爬藤网。”明阳光指着金属爬藤架说。当时，冻雨
将他的蔬菜大棚压塌，也几乎压塌了他种植冬瓜
的决心。2022、2023连续两年，他移栽冬瓜秧苗
都失败了，“这种情形，换作一般人也许就放弃
了，但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不达目标不罢休”。

倔强的坚持下，明阳光迎来了转机。冻雨
后，他一方面评估风险，将瓜田面积缩减至 10
亩。另一方面，他看着从垮塌大棚中清理出来的
大量拱型支架，产生了“变废为宝”的想法：“传统
竹质爬藤架可以让冬瓜悬吊生长，得到更大的光
照面积，避免‘白皮’现象，但用两三年后就要淘
汰重制，不如用金属架试试，使用寿命更长。”

在整理出可用的拱架后，明阳光尝试将两个
拱架呈十字型交叉后束缚固定，“这样可以悬吊

更重的冬瓜，而且抗摆动的能力更强”。承重能
力提升，明阳光得以在新爬藤架下方种上双列瓜
苗，理论上可以让亩产量直接“翻一番”。

配合勤勉学习掌握的田间水肥管理技能，
“软硬件”有机结合让明阳光终于喜获丰收，实现
了亩产翻番的设想。2024 年，农场的冬瓜田每
亩种植450只左右，单个瓜重30—80斤，亩产最
高达到了2.4万斤，即12吨，亩产收益达到了1.6
万元。

回村种地两次“翻车”
失败经验成“种植攻略”

在藤架的“脚下”，生长仅一周的冬瓜秧
苗已经长出了大片叶片，生机蓬勃。明阳光
不时蹲下，用手抠掉多余的枝蔓：“这叫‘抹
枝’，是为了确保养分的集中供应，一棵主藤上
只留两个枝蔓，也就是只长两个瓜。这个过程
目前无法用机器代替，只能靠人工完成。”怎样
确保冬瓜长得足够大？明阳光说，水肥是根
本，“冬瓜 1 个月左右就能长成，生长高峰期几
乎一天就能长 2 斤，所以精细化的水肥管理一
定要跟上”。

曾经的明阳光是一名蔬菜种植“门外汉”。
父母都是祁家湾街道建设村的农民，年少时，为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明阳光主动选择就读学费更
低的中专，并在毕业后自愿参军。退伍后，他在
福建、海南从事过汽车、房产销售，头脑灵活的明
阳光在积累市场经验的同时，还自考了大专学
历，并在2018年毕业。

2018 年，明阳光从房地产转型做境外水果
分销，但入境水果较高的损耗率让他头疼不已。

“既然外面的水果不好做，不如回老家自己种。”
和父亲的一次闲谈，催生了明阳光回乡种植蔬果
的想法：“我本身就能分销，产区可以直接对市
场。”

2019年，明阳光返乡创业，在康都村成立了
明庄园家庭农场，流转土地60亩，开展蔬菜瓜果

种植。在冬瓜和南瓜这两种损耗率低的蔬菜品
种中，明阳光选择将产量和经济效益更高的冬瓜
作为主打品种。

为了种好冬瓜，他专程去海南、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等国内冬瓜主产区考察了一遍，但起
步之路仍然坎坷：2022年，一场猛烈的“倒春寒”
直接将地里的冬瓜秧苗冻死；2023年，他吸取教
训选择在温度最高的7月播种，结果碰到高温干
旱天气，秧苗又因缺水旱死。

终于，2024年5月，在一排排新的爬藤架下，
明阳光移栽的秧苗全部成活。当年7月，站在一
排排悬吊着的大冬瓜前，怀中抱着足有半人高、
重达80斤的巨型冬瓜，明阳光喜笑颜开。

通过学习改变现状
让农田变成“提款机”

凭借扎实的品质和清爽的口感，明庄园家庭
农场出产的冬瓜现在“不愁销”。“高峰期，单位食
堂客户在我这里一天的采购量就在2吨左右。”
明阳光说。

80斤的大冬瓜这么受欢迎？明阳光解释：
“现在我主要种两种重量的冬瓜。30斤左右的
送往农贸市场的档口，更适合家庭购买；50斤以
上，甚至80斤的大瓜，经过去皮、切除首尾后能
保留更多瓜肉，所以丢头更小，更适合单位食堂
采购。”

2024 年，明庄园家庭农场蔬菜总销售额达
到200多万元。同时，为周边38名农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村民李旺生之前在外地打工，年过六旬
后不好找工作只得回乡，不想却在明庄园农场实
现就业。“离家近，工资每个月现结，比在外面
好。”他对现在这份工作很满意。

“明庄园家庭农场现在是我们村的产业龙
头，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康都村党支部书记李
德兵说。今年，明庄园家庭农场种植规模达到了
200亩，其中冬瓜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多亩，“今
年的种植规模扩大，用工需求只会更多”。

“作为同行，他能够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分享
技术。”黄陂区王家河街道鑫天培农场负责人孙
萌对明阳光非常钦佩，“看到他把冬瓜打理得井
井有条，我也尝试着开始种，发现他这人特别热
心，好沟通，懂种子、懂种植、懂销售，很厉害。”经
过多次考察，孙萌和另一位种植户主动请明阳光
担任技术指导，帮助他们种冬瓜。

“把冬瓜种植面积适当扩大，推广到周边小
农户，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同时把种植范围拓展
到经济价值好的品种，例如小甜瓜。”对于明庄园
家庭农场下一步的发展，明阳光已经有了明确计
划。

今年34岁的明阳光，如今还有一个身份，是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的自考本科生。明阳光
说，想通过坚持学习，让农场走上多元化发展道
路。

（刘帅 姜勇 肖涵）

近日，长江新区大潭办事处油菜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2024

年，大潭办事处引进精耕农业规模化种植油菜超千亩，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春季的

“金色花海”景观，更成为农户们实实在在的收益保障。 张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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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子到餐桌全链护航 日供绿色果蔬近4万斤

西湖大农仓“领鲜”上市忙

从迷彩绿到田园青

退伍兵哥变身“吊种冬瓜大王”
返乡创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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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
油仓

工人在大棚中采摘番茄。 刘帅 摄

报名条件及报名方式

一、报名条件：
1.参选单位须为在湖北省内注册并合法运

营的乡村旅游相关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乡村旅
游景区、特色村落、休闲农业园区、度假区等。

2.具备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和鲜明的主题
特色，能够充分体现“清凉避暑”“乡村夜游”“乡
村潮玩”的特点之一或多个。

3.拥有较为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体
系，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住宿、餐饮、卫生、安全
等方面，能够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

4.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承，注重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积极弘扬荆楚乡村文化。

5.近三年内无重大旅游安全事故、环境污
染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

二、报名办法：
1.填写申报表。报名单位需下载《“荆楚和

美乡村清凉一夏‘最佳推荐地’”报名申请表》，
如实进行填写。

2.详细介绍参选推荐地的基本情况、特色
优势、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服务项目等（1500
字以内）。

3. 提供相关图片及视频。图片不少于 10
张，像素不低于1024×768，视频时长3～5分钟。

4. 提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荣誉证
书、资质认证、游客评价（截图或复印件）、近两
年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数据等。

三、报名方式：参选单位需在规定的报名时
间内，将“报名表+文字资料+图片视频+证明材
料”一并发送至报名指定邮
箱 ：3362994750@qq.com，
邮件名称请统一标注为“清
凉一夏报名+景区名称”，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8271904473。

四、报名时间：即日起
至2025年6月3日17:30，以
邮件成功发送时间为准。

2024年，明阳光的冬瓜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