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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英山县是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也

是国家重点贫困县。近年来，英山县委、县政

府抢抓大别山试验区建设机遇，立足本县实

际，充分利用英山自身资源和优势产业，破解

发展瓶颈，做足山水旅游文章，彰显“一人（毕

）、一茶、一泉、一山、一城”的“五个一”特色

开发，将大别山革命老区的英山打造成“特色

产业主阵地”和“创业创新先锋区”。

资源优势 发展新契机

英山，置身大别山腹地，四周万山磅礴，

控 引 江 淮，素 有“ 鄂 皖 咽 喉、江 淮 要 塞”之

称。它还是一片物产丰饶的绿色宝地。拥

有名山（大别山主峰）、名泉（地热温泉）、名

产（茶叶、丝绸、药材、板栗）、名人（毕 ），是

中国茶叶之乡、丝绸之乡、药材之乡，也是华

中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拥有大别山主峰、

桃花冲两个国家 AAAA 级风景区。

英山不仅自然资源优势明显，还人才辈

出，古有刑典之祖皋陶，殷有贤相傅说，汉有

淮南王英布，唐有大学士沈全期，北宋有活

字印刷术发明家毕 ，南宋有首任英山知县

段朝立，明有御史张禧，清有刑部尚书金光

悌、历史名人代代辈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英山更是全省文化先进县和远近闻名的

“作家县”，熊召政、刘醒龙、姜天民等著名作

家都从这里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英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志珍在英山

县工作生活了 20 多年，她对这片土地充满

了深厚的感情。谈起英山的发展，陈志珍饶

有兴致地介绍道，英山不仅有非常完好且未

受破坏的自然资源，还是一片古老神奇的人

文宝地。“毕 文化、民俗文化、黄梅戏文化、

茶文化底蕴都十分深厚。”

“英山县拥有的各种优势资源，也让这

里成为了—片开放开发的财富热地。”陈志

珍说，如今，为建设“中国茶叶大县、湖北山

区经济强县、大别山生态旅游名县”，英山封

闭的山门已经打开，新一轮的开放开发热潮

正在逐步形成。

解放思想 政策落地有声

从区位上看，英山地处鄂皖边陲，乃湖

北东部门户，往南 50 公里与黄石市、九江市

隔江相望，向西 50 公里接“京九”大动脉，介

于安徽合肥和武汉之间，穿梭于南北，来往

于东西，交通十分便利，武英高速公路、318

国道贯穿英山县全境。

虽然自然资源优势充足，高速公路纵横

交错，但据了解，2012 年英山全县 GDP 总量

是 57.01 亿元，在全省排名中排在后面。改

革开放至今，英山县仍未摘掉国家贫困县帽

子。英山县委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英山主要

产业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是英

山发展的短板。

一边是身拥独特自然资源优势和畅通

八达的交通网，另一边则囿于发展短板，难

以实现全县经济蓬勃腾飞。英山如何充分

利用优势，克服不足，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每

一个英山百姓的生活？对此，英山县委书记

陈武斌一语道破：英山经济发展缓慢存在两

个方面原因，第一输在时间起跑线上，第二

输在思想不够解放上。

有不少干部思想解放不够，有顾虑、工

作怕担当，敢闯敢干的劲头不足，破解难题

的办法不多；还有少数干部“等米下锅、等文

件出台、等资金到位、等领导拍板”的“等靠

要”思想依然严重。陈武斌直言：“英山周边

省份县市，如江西九江市、安徽安庆市等城

市，10 年前就已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春风，

将一大批在外打拼的本土企业家迎接回乡

投资，同时大力招商引资，吸引一批有实力

企业进来办厂，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让居民

迅速过上小康生活。”

意识到落后他人一大步的英山县，如今

全县上下在创业、创新主旋律统领下，围绕

建设大别山“特色产业主阵地”和“创业创新

先锋区”目标，扎实推进工业新城、茶产业

城、城西新城、旅游新城、文化新城“五城同

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步提升的

良好势头。

迎头赶上 突破发展瓶颈

优惠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环境，再加全县

上下一股绳的干劲，如今，英山县立足资源

优势，走上了一条错位发展、特色发展、绿色

发展之路。

“在招商引资方面，我们先把道路修好，

让外来客商看到我们最大的诚意；其次，我

们要打破土地用地瓶颈，在征地问题上，英

山不搞土地置换，谁有能力投资就让谁做，

增强城市容纳力和接待能力；最后，英山还

要用好自身资源优势，做强特色产业，特别

是重点产业项目。”

陈武斌告诉记者，英山县要突出“五城

同创”，壮大发展引擎，推进试验区建设，要

有项目拉动和支撑。英山以“五城同创”为

抓手，上项目，打基础，以“点上突破”引领

“面上提升”。

打造“工业新城”，以园区建设为突破口，

规划建设 10 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引进落户

一批投资过亿元的项目，扶持一批重点骨干

企业做大做强。建设毕 文化产业集中发展

区、新型工业集中发展区、行政物流综合配套

服务区，集艺术传媒、印刷制造、生物医药、汽

配、特色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会展、物流批

发、地产开发于一体。目前，国家火炬计划英

山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英山生物产业园、华中版权交易中心等

项目已与英山工业城达成入园协议。

打造茶产业城，以培育产业龙头为突破

口，规划建设一个集茶叶种植、加工、茶园观

光、茶艺博览、茶文化展示为一体的现代化

“茶产业城”。据悉，目前在建的大别山茶产

业城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规划面积 3000 亩，

2014 年 12 月完成，产业城以明清徽派建筑

风格为主，按照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目标，

建设茶产业科技型、复合型、规模型、外向型

科技示范园区，力争打造为鄂东地区乃至大

别山区茶产业发展的“航空母舰”。

打造文化新城。彰显毕 文化特色，建

设毕 陵园、毕 活字印刷博物馆和毕 文

化产业园。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项

目以毕 文化旅游为主题，以“生态、低碳、

环保、人文”为原则，有机地将毕 文化、温

泉旅游、商务政务会议、养生居住、休闲度

假、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生态体验等元素结

合起来，使毕 文化成为英山的靓丽名片。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同时不搞全民招商，各部门各肩其职，我们

不再要虚假数字，要务实。”陈武斌直言，中

央对大别山老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我们要用

好，用活，发展更要与时俱进，让这些优惠政

策落地有声，并落到实处，开花结果，让英山

百姓切实享受发展的成果。

镶嵌大别山中的璀璨明珠镶嵌大别山中的璀璨明珠

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和居住条件，发展农

村沼气新能源，是湖北省农业厅和湖北省能

源 办 在“ 十 二 五”期 间 主 抓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黄冈市团风县委、县政府每年都把沼气

池建设纳入向社会承诺的 10 件实事之一，

按照“一池三改”的要求，积极实施以“改圈、

改厕、改厨”为主要内容的“沼气入户”工程。

创新破解发展瓶颈

“真方便，既卫生又省钱!”3 月 29 日，团

风县方高坪镇山冲村村民曹红对记者感叹

道。像曹红一样，团风全县农村户用沼气池

建设累计达 10000 多户。沼气建设与农村

改圈、改厕、改厨相结合，实现了农民居家温

暖清洁化、并带动农村致富和改善农村环

境，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村村通沼气，户户用沼气，深得当地百

姓连声称赞，但团风县能源办主任章金海告

诉记者，原来并不是这个景象。“3 年前，团

风县农村户用沼气池推广工作比较被动，每

年省能源办给我们批下的沼气项目指标分

解到项目村，然后由县能源办工作人员亲自

到项目村宣传办沼气的好处，要求干部、群

众建户用沼气池。”章金海表示，这种要农民

建沼气池的工作方法，群众不能充分理解，

效果也很不理想，久而久之，农村户用沼气

池的推广工作难于开展。”

农村沼气政策是惠民的，但农民似乎并

不领情，问题主要出在地方政府的宣传和执

行环节。“当时，我们组织专班下到农村调

研，跟 老 百 姓 面 对 面 交 流，问 题 都 一 一 记

录下来。”章金海告诉记者，“前期投入使用

的沼气池送气最多只有 1 公里，居住稍微偏

远的居民家庭，沼气就无法送达。一家建设

1 个沼气池，这种建池模式的劣势很明显，

且需要村民投入资金。”

问题找出来了，章金海和专班人员立即

着手分析问题，大胆创新改变工作作风，转

变思路，想办法解决问题。我们自己组织人

员亲自动手设计脱硫滤水塔，设计大型沼气

池，可以将沼气送到两公里内的村民家中。

“当时，省里和农业部领导到团风县农

村视察走访村民使用沼气情况时，难以置信

两公里外的村民还能使用沼气做饭，但我们

通过自己设计一系列产品，摸索着改进沼气

池所需的技术，创新工作思路，最后确实做

到了。”章金海笑着说，概括起来就是“国家

补助、业主建池、专人管理、集中供气、合理

收费、有偿服务。做到建成一个工程，发挥

一处效益，连片使用沼气，将沼气变为商品，

让群众得到实惠。”

如今，团风县最终闯出了一条沼气‘建

得好、用得好’的发展新路子。

致富兼备改善环境

修建沼气池不仅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团风县但店镇朴树店村农民方保国告诉记

者，通过修建沼气池，家里的厕所厨房都进

行了改造，村庄周边环境也得到了净化。“用

沼气烧饭，沼液养鱼，沼渣作肥，可谓‘一箭

三雕’。”

目前，沼气建设在团风县农村已显示出

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沼气池的建

设使农村人畜粪便等被闲置废弃的农业资

源得到综合利用，农民长期以柴草为燃料的

生活习惯得到迅速改变，森林资源和生态环

境因此被有效利用和保护。

在团风县总路咀镇宋坳村，有一个建设

为 380 立方米、投入 28 万元建设的大型沼气

池，沼气池旁边是个养了 6000 多只家禽的

养鸡场，上面养鸡，鸡粪流入沼气池发酵，每

天同时可为周边 100 户家庭送气。养鸡场

负责人周燕峰告诉记者，之所以在这里建养

鸡场，主要原因是能源办的大力支持和优惠

政策。“如果在其他地方投资建设，费用肯定

要高，而且鸡粪处理也是个棘手难题。”

团风县祥林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和天意

猪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团风县引进这些产

业项目的目的就是为实现变废为宝、改善当

地环境。记者了解到，团风县能源办一手设

计建设成的大型沼气池，周边都有一个或多

个农业产业项目和养殖企业，不仅带动当地

百姓致富，还改善了农村环境。

对这种农村沼气新型的发展模式，团风

县广大农户评价：“这个办法真好。‘管道煤

气’进农家，既方便又便宜，我们生活在农

村，和 城 里 没 有 两 样 。 不 在 城 里，胜 似 城

里。”如今，在团风县方高坪镇山冲村，40 岁

的曹红女士尝到了农村沼气建设的甜头，连

声称赞沼气建设为惠民工程、民心工程。

特色彰显四大优势

如今，团风县因农村沼气池建设项目已

成为黄冈地区示范县，纷纷引来周边省市县

同行取经学习。章金海认为，从实际推广效

果来看，团风的农村沼气建设项目具有四大

优势：

第一，集中供气，村民使用沼气形成规

模。建池一口、供气一方，50 户至 100 户可

以 集 中 用 气，被 群 众 称 为 农 村 的“ 管 道 煤

气”。群众不再为缺少发酵原料发愁，更不

会为管理难担忧。

第 二 ，节 省 劳 力 ，减 轻 了 村 民 劳 动 强

度。现在一个小型沼气工程，只需一个人管

理就可以了，进、出料都用机械，肩挑背驮的

现象没有了。由管理人员负责沼气池的进、

出料，设备维修及收费等。一个技工可以同

时兼管 3 口至 5 口这样的大池，减少劳动力

成本支出。

第三，环境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新建小型沼气工程的同时，一般配套建设一

个公厕，周边老式户用厕所一律推掉，提倡

使用公厕，使村容村貌得到了根本改观。村

民用上了沼气灶和无烟灶台，厨房内光明几

净，烟熏火燎的状况再也看不见了。特别是

一些中、小型养殖场建起小型沼气工程后，

大量粪便得到处理，环境污染得以解决。

第四，综合利用，沼气建设的作用更加

突显。沼气工程池容大、专人管理出料，使

沼渣、沼液能更方便、更集中地用于农业生

产。在水产养殖上，村民们用沼液、沼渣养

鱼，既节省饵料开支，又能防治鱼病，不泛

塘、不死苗，产量高；在种植上，他们用沼液

浸种，用沼渣做底肥，种出的蔬菜、瓜类，被

称为绿色食品，市场销路好。不少村民反

映：推广小型沼气工程切实可行，它为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建设大型沼气池

工程项目时，能改进和设计更高水准的产

品，让沼气能送到更远距离的居民家中，更

好地带动农村百姓致富。”章金海表示。

湖北团风县 创新发展农村沼气新能源
■ 本报记者 夏吉明 王定力 张钱钱

■ 本报记者 夏吉明 通讯员 冯廷权 万 隆

英山毕昇峡谷漂流英山毕昇峡谷漂流

英山锦绣山城城区全貌英山锦绣山城城区全貌

英山万亩茶园照片英山万亩茶园照片

团风县采用砖模办法建沼气池施工现场团风县采用砖模办法建沼气池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