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别山南麓，红色革命老区，有一个“吨袋小镇”———湖北罗田胜利镇。 能装起千斤重物的吨袋，本不是这里的传统产业，

山区里也没有制造产业集群的刚需。 但是，从

2021

年起至今不过四年，

700

万元、

1400

万元、

2600

万元、

5000

万元，当地吨袋

产业的产值几乎连年翻番，近来又引入了上游企业落地，按规划吨袋产业链的总产值在

2025

年将力争突破亿元大关。

山坳坳里长出一个“吨袋小镇”，源起央企中国宝武与这座小城的双向奔赴……

昊苑村乡村振兴实践教育基地。

12

月

2

日， 走进宁夏银川市西夏

区镇北堡镇昊苑村，山峦入目，村道蜿

蜒，葡萄文化墙诗意流淌，酒庄半隐于

村居林莽，依旧是满目盛景。 多年来，

勤劳的昊苑村人通过整治砂石地，发

展葡萄酒产业、旅游产业，实现了“村

庄变景区、生态更美，村居变民宿、经

济更美，村民变居民、生活更美”的“三

变三美”愿景。

“你能想象吗？

20

多年前，昊苑村

的风沙极其凶猛，夜里在屋内休息，大

风呼啸而过，刮得电线嗡嗡作响。 晴天

外出尘土满身，若是雨天，泥泞与乱石

交错，根本寸步难行。 ”忆起往昔，村党

支部书记艾晓保感慨万千。

到底因何让村庄发生了如此大的

改变？ 让我们在昊苑村寻找答案。

“为改变生存环境，我们开始靠人

力整治砂石地。 ”艾晓保说，所谓荒滩，

实则是石头滩，铁锹洋镐都难以施展，

很多时候只能徒手将石头逐一刨出。

不仅风沙肆虐， 灌溉树木的水源也全

靠人力车一车车艰难拉运。 砂石地难

以蓄水，往往一车水浇下去，瞬间顺着

石缝渗走，树苗能吸收的寥寥无几。

然而， 恶劣的环境并未磨灭村民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昊苑村人接力奋

斗，让曾经荒芜的沙滩，渐渐被绿意与

繁花覆盖， 成为鸟语花香的绿洲。 目

前，全村防风林达

13000

亩、经济林达

18000

亩， 部分村民还开辟了经果林，

种树的土地总面积近

35000

亩。“在村

里几乎能看到西北所有能存活的树

种，植物品种已超

300

种。 ”对昊苑村

的变化，艾晓保看在眼里、甜在心头。

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昊苑村引凤

来栖的“梧桐树”，树木在生长，昊苑村

的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得益于贺兰山的庇护， 昊苑村日

照充足 、热量丰富 、昼夜温差大，相对

优越的气候条件为农业发展， 特别是

葡萄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

90

后 ”的宁夏蓝赛酒庄负责人

吴志鹏，

2012

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在昊

苑村经营酒庄。

“葡萄品质决定酒的品质，从土质

检测、葡萄品种选择，到行间距、产量、

栽培管理，我们做了充足规划与准备，

遵循自然规律， 坚持

1

株不过

7

串果，

亩产不超

400

公斤， 最大限度保障葡

萄酒原料的品质。 ”吴志鹏说，酒庄所

有酒款均采用小罐发酵、 精品酿造方

式， 每款酒历经至少

180

天的桶储、

180

天的瓶储，才可进行销售。 这种对品质的

执着追求 ， 让蓝赛葡萄酒屡创佳绩 ，在

2023

年

Decanter

世界葡萄酒大赛中，宁

夏蓝赛酒庄余茉莉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2020

荣获

96

分的高分。

“看看我们的酒庄是不是与其他的

不太一样？ ”吴志鹏一边带着大家参观，

一边自信地说。 酒庄的风格古色古香，更

有独特的中式特色。 原来祖籍在山西省

的吴志鹏，在建设伊始，就将贺兰山石材

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相融合 ，采

用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并运用砖雕和瓷

雕艺术，展现出独特的建筑魅力，为酒庄

建设增添了文化底蕴。

“蓝赛酒庄”只是昊苑村葡萄酒产业

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昊苑村孕育出志辉

源石、美誉等酒庄

22

座，年产葡萄

6000

吨，产值近

4

亿元，年收益

4800

万元，占

全村经济总收入的

75%

，

1200

名村民从

事葡萄种植及葡萄酒加工生产工作，约

占全村总人口的

66%

， 每年可增收近

3

万元。

在昊苑村，通往村委会的小路旁，一

座两层高的纯白色院落建筑静静矗立 ，

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 显得格外引人注

目。 轻推那扇精致的铁艺大门，一座现代

化的风情庭院豁然呈现眼前。 然而谁也

想不到，这里曾经是一座废弃建筑。

“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个专业团队对

民宿不同区域进行精心设计， 整体风格

主打现代轻奢路线。 我们不仅仅提供住

宿服务，更专注于高端红酒品鉴体验，期

望能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的推广贡

献一份力量。 ”松阜居民宿主理人徐梦茹

说。

艾晓保介绍， 为带动更多村民嵌入

到产业链上，昊苑村秉持“组团共进”的

理念， 号召村民将自家居住多年的老屋

重新规划布局、装修改造，昔日的农家小

院摇身一变， 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特色

民宿，每逢旅游旺季，更是出现一房难求

的火爆景象， 去年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

500

万元。

“目前，村里已建成营业的民宿有十

余家，另有

30

余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中。 ”提及昊苑村民宿产业的发展，艾晓

保满怀信心地说，未来，昊苑村将立志打

造成为闻名遐迩的“望山民宿村”，让每

一位游客都能随心挑选心仪的民宿入

住，尽情畅享昊苑村的独特魅力。

（徐琳 李昊斌 文

/

图）

“吨袋小镇”与钢铁央企的双向奔赴

中国宝武定点帮扶湖北罗田一线见闻

酒旅融合：昊苑村“三变三美”

———塞上江南乡村“变形记”

MARKET��INFORMATION

04

2024-12-12���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佳栋 制作 李佳栋 电话：0351-�4048890

产业

走进车间·吨袋装载好日子

塑料制作的吨袋不过几公斤 ，却

能够装得下上吨重的工业原料； 在工

厂车间里常见的物料包装， 看似不起

眼的吨袋却撑起了定点帮扶的大产

业。“我们从企业来到这里参与帮扶工

作， 总想着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干点什

么。 ”中国宝武派往罗田县挂职副县长

的胡桂说， 镇上的劳动力大量外出务

工，不少妇女留守乡镇照顾家庭，一双

双巧手却难为产业发展的“无米之

炊 ”，经过调研 ，吨袋产业进入帮扶干

部们的视野。

� 2020

年中，依托中国宝武产业帮

扶，由宝武环科和武钢集团牵头，引进

湖北宝欣公司，制作防尘防潮、牢固安

全的吨袋成为妇女们的新工作。 胡桂

表示，一开始还有很多村民在观望，犹

豫能不能做好吨袋， 发现上手后一个

月工资有几千元，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我现在

55

岁了， 在外面打工体力跟

不上了。 在家门口做吨袋，一个月能赚

四千块钱，贴补两个在上学的孩子，很

满意！ ”村民陈先珍说。 她所在的工厂，

是“吨袋小镇”的韩塔寺厂区总部生产

基地，除了这个基地，附近村镇还建有

13

个村级加工车间， 帮助

300

多人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数据还在不断增

长，朝着“产值过亿、村村增收”的目标

发展。

�

经过三年多的成长， 湖北宝欣公

司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吨袋产品不仅

在中国宝武的支持下销往旗下企业，

而且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开始销往

更多的冶金和化工企业， 市场覆盖新

疆、内蒙古、山东、广东、江苏、云南等

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 中国宝武旗

下欧冶工业品欧贝集采平台数据显

示，近两年来，使用湖北宝欣公司生产

的吨袋产品可实现降本

5%

至

12%

。

�

产业帮扶的带动力量强劲， 吨袋

工厂不仅为乡镇的留守妇女们提供了

工作机会， 而且还为她们的家人提供

福利，像周五老人爱心加餐、孩子放学

后和寒暑假里的集中托管， 为她们省

去后顾之忧。

步入田间·现代农业展活力

�

胜利镇地处大别山腹地， 除了新

兴的吨袋产业，传统农产品有板栗、中

药材、茶叶等，如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

值，延伸农业产业链？ 中国宝武为当地

探索出智慧现代农业的路子， 通过宝

信软件智能农业云平台体系化搭建县

域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生长模型。

中国宝武派驻胜利镇巴源村第一书记

徐杰说：“我们帮助村民完成土地流转

后， 投入资金与当地企业合作建设现

代农业示范园项目， 仅这个项目每年

就能为村集体增收

10

万元。 ”

�

观光生态温室里垂丝青绿、 兰芷

芬芳， 水肥一体化设施上方种菜下方

养鱼， 不同种类的扦插茶树苗在此生

长……步入天泽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

现代化农业设施映入眼帘， 变得具体

可感 。 项目总投资预计超过

5000

万

元，采取全新的“国企

+

政府

+

本土龙头

企业

+

帮扶社区

+

村民”合作模式，实现

国企市场资源开放、 管理经验帮扶和资

金帮扶支持。

�

目前， 该项目实现年产药食同源盆

栽果蔬花卉

200

万盆、生态高端果蔬

100

吨、各类优质种苗

500

万株的生产能力，

空中番茄、巨人南瓜、抱子甘蓝等特色农

产品畅销市场。

如何让现代农业的经济效益再上一

个台阶？ 在中国宝武派出帮扶人员的帮

助下， 天泽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开辟了

研学文旅的新赛道。 学生们一年四季都

可以来到这里， 现场体验无土栽培和扦

插技术。“这是我第一次在菜地里种菜，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 感觉收获满

满。 ”参与研学的金同学兴奋地说道。

探访新村·幸福生活比蜜甜

�

距离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不远，就是

胜利镇武钢新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示范

基地，也是目前罗田县规模最大的乡镇集

中安置点。

2016

年，胜利镇遭遇历史罕见

的洪灾， 武钢集团捐赠

1000

万元用于灾

后重建。 新建的武钢新村从

2017

年交付

至今， 让

1000

余名村民告别了田间农舍

和自建房，来到这片现代化小区居住。

�

搬进楼房生活，新居民们需要一个适

应过程。武钢新村社区专门流转了

30

亩土

地，为搬迁困难户提供了蔬果种植之需，同

时设置环境卫生保洁等公益性岗位， 就近

解决了

12

名安置对象的就业。

本土和在外的创业能手纷纷围绕武

钢新村开启了新事业。 有人创办了制衣

企业， 带动村民就业； 有人开出大型超

市，方便居民日常消费。

�

武钢新村还在升级， 赶上数字化转

型的浪潮。

2021

年底，武钢新村数字乡村

馆揭牌运行， 开发了产业发展、 乡村文

化、乡村治理、乡村服务和生态宜居的应

用方向， 囊括

50

余个服务板块和约

120

项参数设置。 胜利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陈

进说：“这个数字化平台是中国宝武旗下

的宝信软件帮助我们开发的， 而且是专

门定制，非常符合大家的实际需求。 ”

从民生帮扶到基层治理， 数字平台

在乡村也派上大用处。 比如，胜利镇水系

发达、汛期防控压力大，平台可以实时监

测镇内

15

座水库的水位情况，并根据实

际设定预警参数， 精准应对防汛。 再比

如，武钢新村

40

余户孤寡老人家中都安

装了智能水表， 用水数据都集成到平台

上， 曾经监测到居民老汪家用水量异常

减少， 工作人员上门才发现老汪突发疾

病并送往医院救治。

中国宝武党委书记、 董事长胡望明

在调研考察罗田县定点帮扶工作时表

示，国资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骨干、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必须在推

进乡村振兴中彰显责任担当。 宝武要坚

决扛起政治责任， 始终怀着对革命老区

群众的深厚感情，倾力投入、倾情帮扶 。

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资源、成本等

优势，发挥市场主体带动作用，变“输血”

为“造血”，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共

同富裕持续贡献宝武智慧与力量。

（王辰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