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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在大祥区城南街道台上村 4000 多平

方米连片大棚内，4 口直径 6 米的圆形鱼

池内鱼儿欢腾游弋，鱼池以管道连接着

立体栽培架，盆栽蔬菜郁郁葱葱，构成一

座座蔬菜“城堡”。在鱼池旁，一名年轻人

正在向池子里投喂鱼食，他就是“95 后”

海归新农人黄添骄。5 月 5 日上午，记者

在黄添骄打造的鱼菜共生基地里，见证

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现代农业画卷。

回乡创业 科技兴农

生于 1998年的黄添骄 16岁时去加拿

大留学，学习金融经济学专业，其父黄占军

是一名房地产商人，致富后回报家乡，成立

邵阳市钲淇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钲淇农业），在台上村发展蔬菜种植。2024

年，黄添骄学成回国，黄占军鼓励他回到农

村创业，接手蔬菜种植项目。

“在我上学期间，父亲就开始从事农

业，他经常和我交流和分享农业相关的

知识，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做新农人的

种子。”黄添骄说。

“‘海归’务农，当然要做点不一样的

事情。”经过近一年考察学习，黄添骄瞄

准现代农业。在台上村村“两委”的支持

下，2024 年 10 月，黄添骄盘活村里闲置的

农业大棚，引进成熟技术，发展鱼菜共生

项目，并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条。

“鱼菜共生项目将水产养殖与蔬菜种

植巧妙结合，形成生态循环系统。”黄添骄

介绍，鱼的粪便经分解、过滤等处理后，为

蔬菜提供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质，实现养

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目前黄添骄的鱼菜

共生基地，喂养了草鱼、鲈鱼、鸭嘴鱼等鱼

类2000公斤，种植各类有机蔬菜近20个品

种。“五一”期间，每天有200多名游客来基

地参观和品尝有机蔬菜及生态鱼。

记者看到，大棚内还设有用餐区、活

动区、农产品展销区和直播间，餐桌错落设

在立体蔬菜栽培架中央。“从基地到餐桌，

客户通过观看、品味，对绿色农业有了更直

接的认知。”黄添骄表示，这种模式下，农

业、文旅、研学、销售多重融合，亩均效益能

达到 50 万元。黄添骄打破传统农业边界，

让科技成为田间地头的新风景。

科技赋能 智慧共享

“农业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潮。我想

证明，回乡不是退路，而是追梦的新起点。”

黄添骄用实践印证了这句话。钲淇农业以

利益联结形式，为台上村 78户 168名脱贫

户产业分红。黄添骄还在鱼菜共生基地开

辟“农产品集市”摊位，免费为村内基地、农

户带货卖货，邀请村内直播达人、优质农户

共建“农创共富角”，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完

善产业化、品牌化链条。

“我们正计划推出‘蔬菜包’服务，将

村民种植的有机蔬菜搭配好送货上门。”

黄添骄谈及未来创业规划时眼里闪着

光，他想充分发挥所学，推广“订单农业+

私人定制农业”的发展模式，精准对接餐

饮、家庭需求，激活销售端，让农产品从

田间直达餐桌，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此外，黄添骄还联合台上村联合社，

探索多元化的智慧农业经营模式，打造

由 280 余块菜地组成的“共享农场”。“我

们为每块菜地周边安装自动化喷淋设

施，由城市家庭认领种植。”黄添骄介绍，

公司正开发微信小程序，用户坐在家里

就可以云端种菜。成为共享农场主后，用

户既可以选择在周末体验种植、采收，也

可以远程管护，手机一键浇水、施肥，目

前已吸引 200 多户家庭认领，菜地亩产效

益近 4万元。

扎根农村一年，黄添骄晒黑的脸庞

上，梦想的光芒愈发透亮。他主动担起台上

村“讲解员”“推介员”的双重角色，从高校

招聘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进村，组建起一支

充满活力的大学生农业创业团队。

黄添骄和他的创业团队用青春和知

识，在田埂沃野间搭建起传统农业与现代

文明的桥梁——他们为村内种植户开设

“田间课堂”，在科普农业科技、分享转型

故事、推介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让“辛农

人”浸润于现代农业理论、先进农业科学

技术、产业管理理念，逐步蜕变为“新农

人”，实现从“会种田”到“慧种田”的跨越。

  打造鱼菜共生基地、“共享农场”，组建大学生农业创业团队，探索多元化

智慧农业经营模式

“95 后”海归新农人花式种地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
员 何海文）“想保护自己的专利，

又 不 想 和 友 商 撕 破 脸 ，有 何 好 办

法？”“原研药专利到期后，我们生产

仿制药，在知识产权上有注意事项

吗？”……4 月 24 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直属分局会议室里，来自邵阳

经开区部分企业代表纷纷向专家热

烈提问。当天，邵阳经开区组织召开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高价值专利培

育与转化专题调研座谈会。

4月 20日至 26日是全国知识产

权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知识产权

与人工智能”。4月21日至4月24日，

邵阳经开区围绕主题，组织开展先

进装备制造产业链高价值发明专利

培育和转化运用帮扶活动，通过专

家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助力园区

企业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

护能力，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活动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

分局邀请湖南大学专家教授团队及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先后调

研走访了邵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

邵阳纺织机械、维克液压、亚洲富士

电梯等1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深入了

解企业在专利布局、成果转化及侵权

纠纷等方面的需求，并提供“一对一”

指导。4 月 24 日，园区召开专题座谈

会，17家装备制造企业代表与知识产

权专家、法院代表面对面交流。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湖南大学法学

专家及省知识产权保护专家虞红春

现场答疑，针对企业提出的专利挖

掘、转化运用及维权难题提出解决方

案。

作为邵阳经开区主导产业之一，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已集聚 111 家

企业，形成以三一专汽、邵纺机、维克

液压、富士电梯等为龙头的产业集

群，产品覆盖汽车零部件、数控机床、

特种设备等领域，远销俄罗斯、东南

亚及非洲市场。通过“链主企业+配套

企业”模式，园区成功打造工程机械

产业集群和智能装备产业带。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分局局

长赵石桥表示，此次活动是落实知

识产权强链护链行动的重要举措，

未来将持续深化“政产学研用”协

同，推动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为

园区装备制造业迈向高端化、国际

化提供支撑。

  邵阳经开区举办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链
高价值专利培育活动

以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升级

隆回县岩口镇天壁完全小学利用楼顶建立科技与劳动实践基

地。图为 4 月 30 日，该校教师带领孩子们进行轨道式空中水稻种植体

验活动，让学生们在劳动中学习知识。   曾勇 聂州 摄影报道

5 月 4 日，隆回县金石桥镇岑泉生态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在采摘野生茶。近年来，该镇重点扶持农业科技公司、农

业生产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发展以茶叶、水果和中药材种植为支柱产业的生态特色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贺上升 摄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阳望春 刘平甫）

4 月 30 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综

合执法支队联合城步苗族自治县森林公

安局，前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境内集

中放生从不法狩猎分子手中收缴的 5 只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画眉鸟。

放生现场，随着笼门轻启，5 只羽毛

鲜亮的画眉鸟先后振翅飞出，在树冠间

跳跃啼鸣，清脆的叫声回荡在山谷中。

“我们执法收缴的 5 只野生画眉鸟健康状

态很好，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符合放生条

件。”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综合执法

支队副支队长罗海华说。

据悉，2025 年 4 月下旬，城步苗族自

治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称有人在五

团镇初水村山场用专门猎捕鸟类的粘网

猎捕野生画眉鸟。接警后，湖南南山国家

公园管理局综合执法支队和城步苗族自

治县森林公安局联合执法，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五团镇初水村某工地上一举将

4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该局已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法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办理中。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是众多珍稀野

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此次放生的画眉鸟

属于雀形目噪鹛属，对森林生态系统的

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联合打击非法捕猎 画眉鸟重回大自然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鄢跃斌 

李敏）多个景点“约满”，精品民宿酒

店“一房难求”，山歌对唱响彻夫夷

江……5 月 5 日，为期 5 天的“五一”

小长假圆满收官。假日期间，崀山景

区凭借独特的丹霞奇观与文旅融合

新业态，迎来游客量“井喷式”增长，

形成了景区游客爆满、街区游人爆

棚的喜人景象。

据统计，“五一”期间，崀山景区

共接待游客 27.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21%；实现门票收入 518.88 万元，

同比增长 71.59%；营业收入 1130.10

万元，同比增长 57.38%，均创历史

新高。其中 5 月 2 日单日接待游客量

达到了 8.05万人次。

“五一”假期正值崀山景区云海

高发季，不少游客前来崀山“寻霞追

云”，观赏“丹霞之魂”的奇幻景象。

从空中俯瞰，茫茫云海千变万化，似

瀑布流动，于山峦间倾泻而出，时而

轻柔如棉，时而汹涌如潮，无边无

际，宛如梦幻仙境。

“这是我第一次来崀山，这里的

风景、服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别是从骆驼峰上俯视，丹霞峰群

令人十分震撼，非常期待下一次再

来。”提及崀山之行，长沙游客段子

龙兴奋不已。

面对“五一”假期的超大客流，

崀山景区提前做足准备，全员 24 小

时值班待命，依托智慧管理系统实

时监测各节点人流，动态调整 46 台

观光车提升运力，召集 100 余名志

愿者为崀山旅游提供帮助，为广大

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

除了精心的服务保障，崀山景

区还准备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在这

里，游客可以从夫夷江上漂流而下，

与阿哥阿姐对唱山歌；可以在丹霞

群山间欣赏经典地方戏曲《崀山情

歌》《崀山峒歌》，体验别样的风土人

情；可以畅游小吃夜市、创意市集，

感受人间烟火气息；可以漫步万亩

橙园，伴着花香聆听脐橙花开音乐

会悦耳的歌声；可以到锦绣恐龙乐

园乘坐观光摩天轮，眺望远处景色

的同时享受家庭休闲时光；还可以

到舜皇里文化旅游产业园欣赏《爱

在崀山》文旅大戏、音乐晚会、舜帝

南巡演艺，来一场沉浸式的文旅体

验。多元的旅游业态吸引了大量游

客，特色农家乐每天座无虚席，精品

民宿、酒店更是“一房难求”。

通过文化赋能自然遗产，崀山

成为文明传承的鲜活载体。近年来，

新宁县锚定打造“世界优秀旅游目

的地”目标，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旅游

项目、推出一批精品旅游路线、擦亮

一批特色活动品牌，持续提升景区

形象、服务质量，为激发县域经济新

的增长点赋予了新引擎。

  “五一”期间，崀山景区游客接待量、门票收入、

营业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多元体验点燃消费热潮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刘绮梦） 4 月

30 日上午，在北塔区畜牧水产

事务中心的智慧渔政监控调

度室，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渔政

系统发现资江河岸有人违规

垂钓，随即安排护渔队前去处

理。不到一刻钟，护渔队队员

赶到现场，将违规垂钓者及时

劝离。

为提高执法效率，北塔区

在全市率先建立“智慧渔政”

系统，将全区禁捕水面和岸线

划分成 15 个水域监控点，进行

24 小时全方位、不间断监控。

“智慧渔政系统的 AI 算法，可

以自动识别垂钓船只并预警，

我们通过视频逐步甄别，如果

发现了违法违规行为，就可以

推送给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查

处，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

率和精准度。”该区畜牧水产

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刘亚介绍。

资江流经北塔区 5个乡镇

（街道），资江北塔段全长29.2公

里，以往水上渔政监管，主要靠

“两条腿、一双眼、一个手电筒”，

发现难、取证难、反应慢。为此，

该区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北塔区

禁捕退捕重点水域专项巡查巡

护制度，建立区、乡镇（街道）、村

“三级网格”管理服务体系，将境

内禁捕水域划分为 27 个网格，

成立三级护渔队伍和协助巡护

队伍，采取联合检查、白天与夜

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对禁捕水

域全面覆盖、无缝衔接，消除日

常监管盲区。

北塔区上线智慧渔政系统，构建三级网格管理服务体系

智 能 守 护 资 江 水 域 生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