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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让河流更清澈、绿地变更多、空气更美好，实现人民生

活的“幸福指数”和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同步提升，走

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谱写出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交相辉映的新篇章。

守牢安全底线，创建宜居蔡桥

绿色是蔡桥的底色。蔡桥村坚持以保护绿色生态为底线，



着力建设绿色宜居蔡桥。一是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全

村“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拉乱挂、乱耕乱种、乱堆乱放”

等现象进行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拆除乱搭乱建共计26

处面积2100平方米。在人居环境整治上，蔡桥村采取分片分

组，推行“网格员包组、党员包户、公益性岗位包路和渠”

的办法，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农户对自己房

前屋后的垃圾杂物进行清理，公益性岗位对村道路、水湖、

沟渠的污物杂草进行清理，网格员和党员对村组公路、“四

好路”的脏乱差臭进行清理。严格落实垃圾收集清运工作，

开展垃圾分类，各农户的垃圾全部有序进桶。通过人居环境

整治示范建设，全村村庄环境、庭院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二

是开展小微水体整治工程。以村组为单位，按“因地制宜、

分类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确立了“一点一策”整治方案，

制定了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目标清单，实行挂

图作战，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整治完成一宗销号一宗，全面

落实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等整治措施。对水生漂浮物及垃圾

就地打捞、科学清运，大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配合国家级

菱角湖国家湿地公园完成湖滨带生态修复工程。2022年蔡桥

村共投入177万元开展小微水体整治，对全村76个塘堰进行

清淤拓疏、护岸加固，种植43万元观赏植物，改善灌溉面积



240亩。三是精心实施“一户一景”建设。以蔡桥村一组作

为环境整治示范点，对一组沿路24户门口进行“一户一景”

景观点打造，打造完成后，现在的一组空地处栽种有枇杷、

柚子、橙子、黄桃等经济果树，果树下圈养着鸡鸭鹅等家禽，

挨家挨户配套有风格不一的休憩小院，一户一个“独特”的

民俗景点，放眼望去赏心悦目、别致优雅。



怀揣“金色”梦想，创建宜业蔡桥

金色是蔡桥的梦想。蔡桥村聚力聚焦富强文明、全面小

康，着力建设金色宜业蔡桥。一是深入推进“三个合作社”。

2020年蔡桥村组建成立了红色蔡桥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现

已入社参股农户354户，流转土地3601亩。通过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以合作社助推“虾稻连做”模式、特色水产养殖发

展、规模性发展优质香稻等特色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不断助

推村级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二是发展金色产业。结合蔡桥村

现有资源，在蔡桥村四组建设荷叶加工厂，对下北湖中的荷

叶进行深加工，切实将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菱角湖

国家湿地公园山水项目建设为契机，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项目在蔡桥村一组建造接待中心，预计接待人数为200人，

通过提供垃圾清运等环境维护服务，向经营主体收取管理费，

为村集体增收50万元，解决20余人的就业问题。三是充分保

障村集体增收。2018年，成立了蔡桥村自兴虾稻种养合作社，

“虾稻连作”模式持续得到推广发展。在该种养殖模式下，



小龙虾肥硕、稻米绿色香软，经济效益明显，带动贫困户和

一般农户达125户，面积达1070亩，村集体年增收近10万元。

2023年，马山镇人民政府将上下北湖、草湖交由蔡桥村经营

管理，向上北湖投放鱼苗40万斤，预计为村集体增收50万元。

通过接待中心建设、荷叶加工厂、上北湖捕鱼，村集体收入

有望达到150万元。

报：荆州市配合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组；

荆州区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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