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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 （记者周三
春、通讯员俞典）10月 19日，
从国际知名房地产顾问机构仲
量联行获悉，武汉写字楼市场
近期迎来了新增项目的小高
峰。截至9月底，武汉市优质
写字楼总体量为861.9万平方
米，其中甲级写字楼总体量为
304.5万平方米。二者环比上
半年即二季度末均增长6.9%
左右。

仲量联行方面调查分析显
示，纵观今年上半年，武汉市仅
新增两个乙级写字楼项目，新
增面积约7.7万平方米。但三
季度全市新增的优质写字楼总
面积达到55.4万平方米。其
中甲级写字楼新开业或扩租面
积合计约19.6万平方米，包括
北辰光谷里、襄阳大厦、招商时
代总部等。

从成交行业来看，第三方
办公运营商、律所等专业服务
业与科技互联网（TMT）行业
仍然主导租赁市场需求。

市场租金延续下行趋势。
甲级、乙级写字楼租金分别为
每平方米每月 87.2 元和 67.9
元，环比略降。预计2023年第
四季度，乙级写字楼市场仍有约
31万平方米的新项目入市，且
主要集中在光谷中心城区域。

仲量联行武汉商业地产
部总监刘宁表示，短期内，武
汉优质写字楼市场还将面临
集中供应压力，市场需求呈弱
复苏态势。随着政府出台的
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和在产业
招商层面的发力，将有望逐步
带动办公楼市场需求，尤其是
在武汉的支柱产业领域有增
长空间。

武汉迎写字楼供应小高峰
三季度新增面积55.4万平方米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闯、
张宵祎、通讯员张沛、肖芦笛）
10月 17日，襄阳市樊城区人
民政府与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致盛集团）签订合
作协议。致盛集团将在樊城区
投资过百亿元，打造致盛·华中
纺织服装产业园。

该产业园项目规划占地面
积1000亩，是集智能制造、研
发设计、展销展示、电商直播于
一体的纺织服装智慧产业园。
园区采用“一园两区”发展格
局，通过搭建纺织工业互联网
数智化平台，打造“数字化+智

能化+集群化”的时尚产业生
态圈。该项目建成后，可吸引
上百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
驻，实现年产值百亿元。

纺织产业是湖北省正在培
育的九大新兴特色产业之一，
襄阳是“中国织造名城”和湖北
省第二大纤纺产业基地，2022
年，襄阳市纺织服装产业总产
值达632.83亿元，占全省总量
的1/6。当前，襄阳市正按照

“纺织企业＋工业园区＋专业
市场”模式，构建产业链生态，
力争2025年形成千亿级纺织
服装产业集群。

总投资过百亿元

华中纺织服装产业园
落户襄阳樊城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陈凌
波）10月19日—20日，在省委
网信办、省委讲师团、省乡村振
兴局指导下，“学习强国”湖北
学习平台联合武商超市、中百
仓储、荆楚粮油、供销荆选、武
汉农村电商、长江严选等商超
企业走进十堰，开展“强国助农
市县行”活动，帮助当地农特产
品“出山”。

6 家商超企业代表先后
深入竹山县和竹溪县，对当
地茶叶、木耳、香菇、魔芋、贡

米、粮油、绿松石等生产加工
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现场沟通
对接产品“上架”“上线”等具
体事宜。

“学习强国”湖北学习平台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用好用活“学
习强国”平台，积极开展“线
上+线下”等专项助农活动，打
造“强国＋助农”新模式，把流
量转化成农特产品交易数量，
帮助更多农特产品走出乡野山
村、走进千家万户。

“强国助农市县行”
帮助十堰山货“出山”

湖北日报讯（记者胡祎）
10月22日上午，随着8台液压
泵同步加压，长约58米、宽约
59米、重约400吨的钢架网从
站房2楼作业面缓缓抬升，经
过4个小时的连续作业，最终
抬升19.55米，顺利到达指定
位置，成为荆门西站第一块架
设成功的钢结构网架，预示着
站房的轮廓即将全面呈现。

荆门西站站房屋盖结构形
式为大跨度弧形钢结构屋盖，
屋面总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
总重量约为4686吨，网架最大
跨度达65米，一共12块，计划
分9次提升完成。

中铁建工集团沪渝蓉高铁
武宜段站房2标项目经理吕梁
介绍，此次抬升采用装配化施
工，数百名工人师傅利用56天
的时间完成了第一块钢架网的
拼装，采用国内主流的计算机
全自动控制液压同步提升技
术，实现了每个吊点的毫米级

微调，做到每个吊点“步调一
致”。

荆门西站是国家“八纵八
横”高铁网第五横沪渝蓉高铁
（简称“沿江高铁”）、第五纵呼
南高铁的交会点，站房建筑面
积约4万平方米，车站规模5
站台13线，站房为三层——地
下出站层、地上站台层和高架
候车层。屋盖采用空间网架形
式，造型取自“凤舞荆楚，振翅
高飞”，体现了高铁新时代城市
高速发展的特征。

按照施工进度，荆门西站
预计将在2024年年底建成投
用，先期服务于荆荆高铁（呼
南高铁组成部分），后期将陆
续服务于沪渝蓉高铁武汉至
宜昌段和襄荆高铁（呼南高铁
组成部分）。届时，荆门将更
好融入宜荆荆都市圈、襄阳都
市圈和武汉都市圈，形成1小
时通达武汉、襄阳、宜昌的便
捷交通。

“凤舞荆楚，振翅高飞”

沿江高铁荆门西站轮廓初显

10月25日，2023汉交会系列活动湖
北―东盟农产品博览会在武汉开幕，来自
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老挝等东盟国家商
贸协会、农业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商
湖北与东盟农业合作交流之道，推动双方
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

视湖北为农产品出口新引擎

“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和农产品伙伴关
系是合作力量的有力证明，建立了对双方
都有利的牢固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湖北市
场，继续加深双方企业的联盟合作。”东盟
连 锁 加 盟 企 业 协 会（ARFF）总 会 长
Mike Loh说。

Mike Loh认为，中国已经展示了数
字贸易的优势，也为东盟各类企业开辟新
市场提供了技术与机会。东盟国家拥有
巨大的农业潜力，能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农
业和农产品需求提供重要支撑。如，马来
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
在农产品、渔业产品、棕榈油、橡胶等领域
拥有巨大投资和技术合作空间。

印尼特许经营和许可协会主席Levi-
ta说，印尼政府对优质产品出口持开放态
度，希望通过此次博览会展示棕榈油、大
米、咖啡、胡椒、鱼虾等印尼特产，让湖北成
为印尼直销中国内陆市场的“桥头堡”。

“这是我第一次到湖北武汉，希望以
后能看到更多越南海鲜在此展销。”越南
海鲜出口商和生产商协会总监Le Hang
说，该协会已成立超过25年，协会企业占
越南海鲜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协会企
业希望进驻汉口北渔人码头等海鲜批发
市场，加大越南与湖北互利合作。

老挝湄公河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Jack Sayavong表示，老挝是东南亚唯一

的内陆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其咖啡、茶
叶、蜂蜜、红薯等有机绿色农产品、品质较
高。在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下，“中老铁路”为老挝农产品出口打开新

“出海口”，湖北将是推动老挝农产品出口
的新引擎。

2小时卖掉1.6万斤干辣椒

开幕式上，东盟连锁加盟企业协会
（ARFF）与卓尔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将与湖北企业联手打造华中国
际海鲜水产品消费、交易和集散中心，为
汉口北国际贸易城渔人码头提供源头好
货及供应链支持。

当日，汉口北国际贸易城渔人码头正
式开业，开创“从大海到卖场，从源头到餐
桌”的新型海鲜消费模式。汉口北渔人码

头总经理宫海旺介绍，汉口北渔人码头拥
有全国单体展示功能最强的鲜活海市、湖
北唯一的野生海捕冰鲜台，上千种海鲜品
种首次扎堆入汉，可现捞现做现吃，是市
民“赶海”打卡的新去处。

楚茶集团在现场展示的一批“Cup
Tea”（杯泡茶）产品引起东盟各国企业家
关注。该产品采用可降解环保材料，将全
球各式茶品嵌入一次性纸杯，适合商务会
议和旅行场景，受到海外顾客好评。

楚茶集团董事长童超介绍，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茶
文化推广的创新科技型自营出口企业，拥
有国内外专利共60多项，通过了HALAL
国际清真认证、FDA美国准入等，建立完
备的原材料追溯体系和实验室监察体系，
出口业务覆盖全球超过50个国家和地
区。

“我们马来西亚的合作商是楚茶
Cup Tea的‘铁粉’，他们拍的产品宣传
片比我们自己拍的还精彩。”童超说。

当日下午4时30分，武汉国贸集团打
造的汉口北“辣交所”正式投入运营，40多
位出席2023汉交会开幕式的外宾共同为
开业剪彩，为商户交易提振信心——截至
下午6时30分“辣交所”收市，仅2个小
时，来自印度的1.6万斤干辣椒售罄。

武汉国贸集团董事长徐建峰介绍，“辣
交所”对接全球辣椒供应链，是辣椒源头直
采的大型集成化交易中心，将成为立足武
汉、辐射中部，带动湖北辣椒产业规模化、
数字化发展的新载体。“辣交所”将每日实
时发布行业指数及采购信息，撮合交易及
提供专业采购资讯及指导。汉交会上，来
自越南、马来西亚、智利、墨西哥的经销商
抛来了在汉口北落户展销的“橄榄枝”。

东盟鲜品入鄂来，大家期待——

让湖北成为直销中国内陆市场的“桥头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天纵

湖北日报讯（记者黄磊、通讯员郭元
芳）来自西班牙的蓝鳍金枪鱼，产自新疆
天山的三文鱼，来自东盟国家的老虎虾、
面包蟹，各种珍奇海鲜亮相 2023 汉交
会。10月25日至27日，2023“汉交会”期
间，湖北·东盟农产品博览会在黄陂汉口
北国际贸易城渔人码头举行。

走进渔人码头，海捕冰鲜区、野生活
鲜区、活体冷冻区、牛羊肉区、冰鲜生切
区、餐饮加工区等六大区域各具特色。客
商和市民在渔人码头能一站式体验、采购
全球海产品，既有长途海运的冻品，也有

极速空运的鲜货，更有一般市场上没有的
海捕冰鲜。市民挑选完心仪产品后可以
选择带回家烹饪，或直接现场加工，在用
餐区第一时间品尝美食。

黑虎虾、蛤蜊、榴莲、菠萝……博览会
现场，来自老挝、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
西亚等国家的深海特色水产及水果、农产
品也琳琅满目，引来不少市民驻足。博览
会汇聚了来自东盟国家和湖北本地的一
大批知名商贸协会、农业企业进行交流合
作和经贸洽谈。

越南德富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德胜，是第一次来到武汉，此次，他带
来了越南产榴莲小蛋糕、咖啡等越南当
地特产。他说，中国和越南饮食、文化
等十分相近，希望借助此次博览会的契
机，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进入湖北市
场。

“湖北及武汉，对东盟国家来说还有
很大的市场空间。”现场参观完博览会，东
盟连锁加盟企业协会总会长拿督罗珉錞
赞不绝口，他说，近年来，东盟持续保持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此前，东盟国家
与广东等南部省份交往比较多，博览会的

举办，有利于东盟国家加强与湖北和武汉
的经贸往来。

卓尔国贸相关负责人表示，博览会
致力于打造华中国际海鲜水产品消费、
交易和集散中心，专门设置了湖北省各
市州特色农产品展区、东盟国家特色农
产品展区，集中展示东盟特色农产品以
及湖北地理标志农产品、食品加工技术，
将有效促进湖北—东盟之间的农业合作
交流，助力湖北与东盟进一步扩大双边
合作范围，推动双方产业链、价值链深度
融合。

“东盟味道”直达市民餐桌

湖北—东盟农产品博览会开幕

取样、机收、称重、测水分、计算……
10月24日，浠水县汪岗镇牛王庙村双季
稻基地，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农技
推广总站等专家对湖北禾溢园家庭农场
种植的双季晚稻进行实收测产。

“557.2公斤！”专家现场宣布。加上
7月6日早稻测产的457公斤，早、晚稻两
季合计亩产1014公斤，达到吨粮目标。

稻田里，金黄的还未收割的谷穗搭肩
咬耳，簇拥着、低垂着，随风“沙沙”作响，
仿佛诉说着自己的成长历程。

农田的主人黄金安是当地有名的种
粮大户，45岁。他流转土地6300亩，其
中4500亩用来种双季稻。

种水稻辛苦，与时间赛跑，与天气较
量，而双季稻偏偏要把这份辛苦重复一
遍。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拼命地赶，生怕
误了农时。老把式都说，“双抢”是最辛苦
的农活，没有之一。

但黄金安不惧：“‘早晚’都会收获，
‘早晚’都有惊喜！”

种双季稻，关键在抢茬口，让早稻为
晚稻腾出足够的生长时间。在省市县农
技专家的指导下，黄金安探索搭配“双早”
品种，早稻选用“中早39”，高产、出米率

高、加工的米粉品质高；晚稻用“两优
287”，也是优质早稻品种，但相较于晚稻
品种，生育期更短。“7月15日―24日收
割早稻，7月17日―28日播种晚稻，完美
接力！”

试种中，茬口对上了，可问题又冒出
来了。

湖北地处南北过渡带，是我国双季稻
种植的最北缘省份，易遭“倒春寒”和“寒
露风”的双重夹击。“肥水管理、稻田除草
一定要跟上。”黄金安渐渐掌握了种植要
领，用水稻专用缓释肥代替普通复合肥，
让肥料慢慢渗透，防止“跑肥”；杂草防治

“以苗控草”，对局部杂草用无人机点状喷
药，既精准又降低除草剂施用；按生长期
管住水，水稻才能穗大粒多。

“过去‘双抢’靠人，现在天上飞的、地
上跑的，都是种田的好帮手。”黄金安的家
庭农场里，拖拉机、育秧机、插秧机、收割
机、无人机等农机具有80多台套，覆盖

“耕种防收”全环节。
双季稻难种，还缘于难卖。据浠水县

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皮楚舒介绍，早稻
食用口感不如中稻，米厂不收，粮库价格
也低。

不信邪的黄金安却发现了新市场，湖
南人、广东人对米粉情有独钟，早稻在当
地很好销，卖价甚至超过优质稻，并且，早
稻打农药少，好消化，优势也不少。渠道
找准，销路打开，今年他往湖南、广东销售
早稻5700多吨，折合稻田1.2万亩。

产销对接，以销定产。黄金安摸准了
路子，双季稻种植面积每年递增1000亩
左右。2020年，1200亩；2021年，2300
亩；2022年，3500亩；2023年，4500亩。

浠水县是全省双季稻轮作项目主产
县，2023年双季稻种植面积约33.5万亩。

“黄金安再次点燃了周边农户种植双季稻
的信心，陈金松 530 亩、蔡旺松 300 亩
……”浠水县粮食作物推广站站长綦征
说。“跟着黄总，种田不愁销！”种了一辈子
田的陈金松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后生。

2021年，黄金安获评“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个人”。今年，他摘获“湖北省十佳农
民”荣誉。

沉甸甸的收获，金灿灿的奖牌，让黄
金安又惊又喜。他恳切地说：“这两年双
季稻吨粮已稳住，但我希望专家再支支
招，让产量再上一个台阶，带动农户更多
增产增收。”

“早晚”的稻田惊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崔逾瑜 通讯员 曹鹏 张枝盛

乡村行 看振兴·荆楚吨粮档案

田块地址：浠水县汪岗镇牛
王庙村

种植农户：湖北禾溢园家庭
农场 黄金安

吨粮模式：双季稻全程机械
化绿色高效吨粮模式

两季产量：早稻 457 公斤/
亩，晚稻557公斤/亩，合计亩产
1014公斤

模式概述：两季水稻均采用
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栽培技
术，尤其针对早稻产量偏低、两
季茬口衔接紧、用工量偏多等
问题，通过早稻集中育秧、适宜
品种搭配、科学肥水管理等模
式优化和技术集成，减轻劳动
强度，确保粮食丰产稳产和提
质增效，适宜鄂东南和江汉平原
双季稻区。

制表：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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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区人民法院实行“专业审判+特色服务”工作模
式，打造“法航园区”审判品牌，为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
增效。

一根植园区推进“庭园共建”。依托法庭区位优
势，在创新发展等方面建立常态化互联互通机制，联合
走访调研武钢云谷·琴台钢贸园区，共谋涉钢贸案件综
合治理之策，勾勒根植园区、庭园共建的优化营商环境
新格局。

二立足职能实行“专业审判”。推进人民法庭专业
化，明确法庭集中办理买卖合同案件，形成专业高效商
事审判格局。推进审判提速增效，完善买卖合同案件全

流程“要素式”审判机制，制定推行要素式起诉状、庭审
提纲、文书模板。

三前端防控打造“无讼园区”。选派法官加入普法宣
讲团，通过以案说法，提升企业法治意识。开启“庭所联
动”诉源治理新模式，与园区派出所建立联动解纷等机
制。建立人民法庭委派调解、诉调对接机制，指导开展诉
前调解。今年，将128件涉企案件成功调解在诉前。

四优化服务搭建“法企之桥”。举办“法庭开放日”活
动，对园区42家企业开展问卷走访、摸底调研。设立“助
企联络站”，拓宽司法服务辐射范围，安排法官定期进驻，
开展“法治夜校”等6次，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金红羽）

汉阳法院打造“园区法庭”审判品牌
临近放学时段，仙桃市纪委监委派驻

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来到该市第
二中学校园周边，向学生家长了解教辅材
料征订情况。

作为全省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整治的重要内容，仙桃市于今年4月启
动中小学教辅材料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治
理。该市纪委监委以专项治理为切口，不
断压紧压实纠治教育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整治主体责任，督促教育部门拿出硬招实
招惩治中小学教辅材料违规收费乱象。

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作战”。仙桃
市纪委监委会同教育、公安、市场监管、文
旅等部门组建联合监督检查组，建立监督
同步、线索同查、信息同频、成果同享的联
动工作机制，紧盯中小学教辅材料发行、
征订、管理等关键环节，对学校随机进行
暗访督导，集中纠治违规推荐、征订或代
购教辅材料等5个方面突出问题。

学校是否有自编自印有偿教辅材料
行为？是否存在“一科多辅”？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联合

监督检查组采取实地走访、暗访督导、抽
查销售单据等多种方式，直抵学校一线开
展监督检查，获取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
收费等真实情况。

此外，仙桃市纪委监委还畅通信访举
报渠道，在“沔水清风”微信公众号设立监
督举报专区，通过仙桃市教育局官方网站
向社会公开专项治理内容和投诉举报电
话、邮箱，在中小学校门口醒目位置张贴专
项治理公告，广泛征集教辅材料违规收费
问题线索，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张曼）

仙桃：专项整治中小学教辅违规收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