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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江岸区“岸荟创”企
业融通发展行暨“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对接会”活动在联通大厦举办，多家

“新老”企业就数字融通业务签订合作
协议。

今年，江岸区提出打造新时代英雄
城市示范引领区，做大科创服务、数字经
济两大“成长产业”，构筑区域发展“四梁
八柱”，加速“数字江岸”破茧成蝶。

去年，江岸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 147.7 亿元，较 2021 年提高了
30%，全区现有数字经济核心企业
497家，科技回归都市、街区创新转型
的新蓝图已在此绘就。

“龙头”企业集结列队

10月 17日，长江信达软件技术
（武汉）有限责任公司，键盘敲击声阵
阵，员工往来奔走繁忙。

“在江岸成军10年，公司年营收
过亿元，已成长为国内细分领域头部
企业之一。”公司副总经理李小龙说，
作为一家以研发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企
业，公司全套解决方案能强效赋能传
统水利（务）业务，业务现已遍布全国
20多个省区市，一批项目已成为行业
标杆，为我国水利信息化发展贡献江
岸智慧。

长江信达的身边，497家数字经济
强企集结江岸。在数字建造领域，中交
二航局、长勘院等51家企业早已布局
江岸；数字商贸领域，欢乐食客、世纪愿
景等62家企业在此深耕已久……

今年前三季度，该区深度对接大
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企业100余家，新引进数字经济企业
47家。此外，引入15个5亿元以上数字经济重点项目，新签约
亿元以上的项目中数字经济项目占比近50%。

中小企业竞相拔节

“江岸周边市场好，下游企业需求量大，合作机会多，这里对
内容生产、设计类的人才吸引力也强，是公司实现进一步发展的
首选。”回首今年将公司落户在江岸区，湖北蔓达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合伙人彭逾涛说。

自7月搬入创立方产业园，蔓达文化与江岸区内多家老牌
企业建立了交流合作渠道，同时在数字展厅、品牌服务、直播电
商领域搭建起了一支20多人的团队。

“得益于江岸区政府的牵线搭桥，我们现为20多家地产、商
贸和文旅等企业提供品牌服务，营收每月百来万元。”彭逾涛说。

锚定“5+4”主赛道，江岸区在产业数字化方面，聚焦发展数
字建造、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环保、数字文娱5个领域，已
集聚相关企业270家，去年营收超过1200亿元。

而在数字产业化方面，聚焦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主攻互
联网信息服务、地球空间信息、元宇宙、人工智能4个细分领域，
全区集聚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超过300家，去年营收35亿元。

优环境涵养“新”场景

“拿来主义是对企业最大的伤害，尤其对于拥有这么多数字
经济企业的江岸来说。”武汉楚岸知识产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霞说，专注知识产权保护10年，楚岸此前就曾服务过五粮液、
六个核桃等300多个全国知名品牌，去年入驻江岸后，公司实现
快速发展。

“在帮助客户保障合法权益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参与企业知
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构建。”王霞观察发现，区内数字经济企业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正日益提升。

乘“数”而上，江岸将数字经济深入融入社会经济发展。江
岸区发改局介绍，今年，江岸区中信数智（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智慧城市营建的BIM数字孪生全过程协同平台应用”、武
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孪生智慧网联泊车管理平台”2
个案例成功入选省级首批数字经济典型应用场景，入选数量位
居中心城区第二。

“围绕降成本‘40条’措施，以及发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
民营经济三个‘10条’政策，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完善惠企综合服务。”江岸区科经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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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李光正、通讯员段汉峰）10月18日从黄冈
市民政局获悉，今年黄冈市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全覆盖，
探索“互联网+”养老服务新模式和智能养老技术应用，累计投入
资金1100余万元，10个县市区均已建成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黄冈市民政局负责人介绍，2022年11月，该局搭建了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与黄州区民政局共同使用。民政部门聘请了一
家养老服务公司负责平台日常运营，并对该公司进行监管。该
平台通过整合居家护理、健康医疗、养老助餐、家政服务、临时陪
护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和供给资源，持续提升居家养老服务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实现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精准对
接、精准供给。

黄冈市黄州区龙王山社区独居老人蔡婆婆需要理发，在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点单后，护理员万红娣就提着工具箱上门了。万红
娣也住在龙王山社区，她和另外两名护理员一起，为社区50户低
保户等7类重点人群提供养老服务。护理员都像万红娣一样，根
据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下派的工单，到老人家里服务。服务项目、
时长、老人满意度等，在平台上都有详细记录，实现了闭环管理。

英山县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向上连接黄冈市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向下连接各乡镇福利院和养老服务综合体和各村、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监管该县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安全、
运行安全和老年人安全。平台采取“系统+服务+老人+终端”模
式，对接老年人和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商，联通“供”“需”双
方。老人可以通过手机APP或小程序“点菜式服务”预约送餐、
家政等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可以根据需要向养老服务商派单，
为老人提供购物送货、电器维修、洗衣保洁、上门医疗等养老服
务。志愿服务组织可以通过平台系统对接需要帮助的老人，开
展爱心助老服务。平台通过智能终端产生的数据，可系统分析
老年人健康状况、养老服务需求情况，为该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提供数据支撑。

黄冈实现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全覆盖

从西安出发，循着张骞的足迹，走出
“象牙塔”，走进茫茫戈壁，走进2000多
年前的历史风烟里。

作为第一个走进中亚国家开展考
古研究的中国学者，王建新已在此深
耕了14个年头。王建新是“丝绸之路
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
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长期在乌兹别
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开展考古工作，把
学术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与
方案。王建新与湖北考古界交流频
繁，他指出，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几百
年，楚国的丝绸就行销至西伯利亚。
他勉励湖北考古人带着学术目标参与
到世界考古发掘中，以取得更大的成
就、更好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10年之际，王建新接受了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远程采访。

早期“丝路”上，楚地丝绸行销国外

王建新认为，丝绸之路其实是欧亚
大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这个意义而
言，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互动远早于张
骞。提及湖北与“丝路”的关系，王建新
说，比张骞出使西域早几百年，楚国的丝
绸就行销至西伯利亚。

王建新介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
蚕缫丝的国家，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丝
织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楚墓出土了大
量丝织品，其种类繁多、纹样精美，极具
韵味。“公元前5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出
土过丝绸，纹饰跟湖北楚墓出土的凤鸟
纹一样，一看就是典型的楚国织锦。”王
建新说，巴泽雷克的冻土墓，不同于湖北
的饱水墓，但都有利于丝绸等有机质长
久保存。在巴泽雷克还发现来自楚国的

漆器和山字纹楚式铜镜。楚式铜镜在新
疆多处也有发现，可知新疆应是这条早
期“丝路”的中转站之一。

楚国在“出口”丝绸的同时，从西方
“进口”一种“蜻蜓眼”式玻璃珠（也称料
珠）。有意思的是，这种“蜻蜓眼”传到楚
地后，制作逐渐本土化。进口、自产“蜻
蜓眼”在高等级楚墓中，都有发现。

著名楚学专家、湖北省社科院原副
院长刘玉堂在著述中也称，东方的楚国
与西方的文化联系，比汉武帝时张骞出
使西域的壮举早了约4个世纪。

“文明交流一定是双向的”

被誉为“西域行者”的王建新，早在
1999年，就在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发出
坚定有力的声音：“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
去，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

下来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
的特质和优势。”

自2009年至今，王建新团队采用
“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
准发掘相结合”的模式，在中亚国家的研
究收获颇多。“年年都有突破，欧美和日
本的考古学家对我们都很关注。”王建新
说。譬如，古代游牧民族月氏由中国西
迁进入中亚，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在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中不可忽视。
近年来，王建新团队开展多学科研究，基
本廓清月氏人的迁徙路线、分布范围，及
大月氏与丝绸之路上的贵霜帝国之间的
联系与区别。

王建新说，不同于西方视角，他和团
队以东方视角切入丝绸之路研究，更注重
交流对彼此的影响，“文明交流一定是双
向的，因此，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不能只有
西方视角，还必须要有东方视角。”

早期“丝路”上，楚地丝绸行销国外
——访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建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共绘“汉口之心”新画卷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丽琼、彭一苇、
通讯员于小淇）10月18日，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
京举行。当天下午，举办互联互通、绿色
发展、数字经济等三场高级别论坛，同时
还举办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智库交流、
廉洁丝路、地方合作、海洋合作等六场专
题论坛。在互联互通高级别论坛和民心
相通专题论坛上，湖北企业、湖北元素精
彩亮相。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贸
易之路，也是文化、友谊之路，更架起了一
座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友谊之桥。在中
国爱乐乐团带来的一曲《情深谊长》中，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民心
相通专题论坛拉开帷幕。此次专题论坛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多国政党
政要、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国内
相关部门代表300余人参会。

在主题交流环节“奏发展之乐唱响
丝路”板块中，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员工
带来《“一带一路”上的幸福生活——爱
在妇产楼》情景剧，讲述呵护当地妇幼健
康的暖心故事。

据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
来，在共建国家政党、社会组织、民间团
体、媒体、智库、企业等各界人士的共同
努力下，“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创建
了一大批平台机制，形成了多元立体的
人文交流格局，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增进
民生福祉的“小而美”项目，有力推动了

“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落地、深入人心。
民心相通专题论坛上，发布了“丝路心相
通”共同倡议和专题论坛成果清单，启动

“丝路心相通”行动。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互联互通高级别论坛上，中国能建

葛洲坝集团签约了埃及开罗国际机场航
空物流园项目。

“这是我们践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续写中非友谊的又一生动实践。”中
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领
表示。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力促进埃及航
空业发展，推动埃及航空物流产业更上一

个新的台阶，助力埃及打造北非及中东物
流中心，赋能埃及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的
“国家队”、水利水电建设的“全球名片”，
葛洲坝承建了非洲最大在建水电工程安
哥拉凯凯项目、中阿两国元首共同见证
签约的阿根廷吉赛项目、中肯共建“一带

一路”先锋项目肯尼亚斯瓦克大坝项目
等一系列标志性工程。

目前，葛洲坝在全球设立了85个分
支机构，遍及142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
盖了以新能源、新基建、新产业为核心的
众多领域，已为全球贡献了5000余项精
品工程和100多项世界之最。

湖北企业亮相高级别论坛和专题论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在10月18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民心相通专题论坛上，驻
鄂央企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与共建国家
民众的“心相通”的故事，感动在场嘉宾。

艾伦是中国能建葛洲坝肯尼亚斯瓦
克大坝项目的一名员工。由于他家附近
的医院没有单独的妇产房，他的妻子宁愿
在家里也不愿去医院生孩子，夫妻俩为孩
子在哪里出生而苦恼。中国能建葛洲坝
肯尼亚斯瓦克项目部了解到当地有这样
想法的家庭还有很多，于是，项目部联合
非洲开发银行和肯尼亚政府，准备在医院
共同新建一座妇产楼，以此承担社会责
任，推动民心相通。

不到两个月，大家充满期待的妇产楼

就顺利建成，与此同时，来自中国援非医疗
队的张静医生对当地的护士进行培训。一
天，艾伦带着妻子来参观新的妇产楼，他们
对新大楼非常满意。最终，艾伦夫妇的孩
子顺利在这座充满爱的妇产楼里诞生。

“咱们这个妇产楼是解决当地妇女生
产难的民心工程，我们一定要确保按时完
工。”“每一扇窗户都被装上纱窗，防止蚊
虫传播疟疾。”论坛上，来自中国能建葛洲
坝集团的员工现场真情演绎，再现当时场
景，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发生在肯尼亚的真实故事情节。如今，
这座新建的妇产楼在肯尼亚呵护着当地妇
幼的健康，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当地民
众造福，书写了“共建美好世界”新篇章。

爱心妇产楼 守护幸福梦

湖北“一带一路”故事登上国家会议中心舞台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丽琼 彭一苇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肖丽琼）
10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开幕式
上，中国宣布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八项行动，引领共建“一带一路”迈上
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居八项行动首位。湖北处于共建“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如何为
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发挥
积极作用？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现场，记者向湖北省发展改
革委了解到，近年来，湖北构建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初具规模。

在海上，湖北全力发展江海联运，现

有集装箱航线35条、多式联运航线39
条。在陆上，10余年来，中欧班列（武
汉）集疏体系全球布局，跨境运输线路达
51条，辐射欧亚40个国家的115个城
市。在空中，随着全球第四个、亚洲第一
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
场正式投用，武汉天河机场携手鄂州花
湖机场，构成湖北客货双枢纽和内陆对

外开放的“空中出海口”。
今年4月，花湖机场获批开放国际

货运，在6个月里国际货邮吞吐量突破
2.2万吨，航线网络辐射欧洲、北美、南
亚、西亚等区域。9月以来，花湖机场夜
间起降航班达86架次以上，货运航班量
仅次于上海浦东机场位列全国第二，每
日客货运航班总数突破100架次，“空中
出海口”全面打开。

据介绍，目前，花湖机场“运全国、配
全国，运全球、配全球”的格局已基本成
形，将有力推动湖北由“九省通衢”迈向

“九州通衢”，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
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

助力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花湖机场打开湖北“空中出海口”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员工在民心相通专题论坛上，现场演绎“一带一路”上的
“爱心妇产楼”故事。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领与合作伙伴签约。（图片由受访企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