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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长阳大堰钟家湾村四组，一处在
建的智能化育苗大棚内，孙鲁品干得起劲，往年
都外出务工的他，因为有了稳定的活计，今年留
在了村里。这份工作由村里劳务公司接单，用的
都是本村劳动力，三个月的工期里，每天能挣180
元。

长阳地处武陵山区，出门务工曾是当地群众
就业的主要方式，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的呼声越来越大。主题教育以来，长
阳聚焦事关民生的重难点问题集中攻坚，建立县
乡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通过线上搭建“清江零
工驿站”智慧用工平台，线下组建劳务公司，将就
业服务辐射至全县所有乡镇、村（社区）。

在“清江零工驿站”微信小程序上，数百条求
职与岗位发布信息正在不断滚动刷新，企业和雇

主通过小程序一键发布用工需求，就业人员上线
就能报名应聘。而在后台，长阳则将全县劳动力
的就业状况、地区分布、就业方式、就业收入等数
据与之一一匹配。

“有大数据加持，长阳大量‘灵活、临时、零散’
的用工需求，与‘就近、就地’的闲置农村劳动力进
行靶向对接，村民只需拿出手机就能在家门口找
到活干。”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前，全县县、乡、村三级3000余名党员干部，
入户采集包括农村劳动力人员岗位工种、就业地
点、薪资报酬及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意愿等信息内
容，用数据搭台，让农村劳动力与岗位实现“双向
奔赴”。

长阳龙舟坪镇郑家榜村一组的钟高荣就是
受益者。前一天村里劳务公司发布用工需求，道

路维修需要运输材料，钟高荣欣然接单，两天下
来跑了三十多趟，挣了1500多元。

今年6月，郑家榜村劳务服务公司正式运营，
钟高荣加入村里劳务队，并在小程序上注册，从
工程施工、道路养护、绿化管护到零工订单，用工
单位和雇主直接向村劳务公司“下单”，就业服务
协理员在小程序和村民微信群里实时“派单”，村
民足不出户就能“接单”。

因为技术好、路况熟，老司机钟高荣成了“香
饽饽”，几个月下来，他“接单”10多次，整个劳务
队接到各类劳务订单50余次。“干活不仅离家近
了，荷包也鼓了。”钟高荣说。

目前，长阳已采集农村劳动力信息 18 万
人，在 28个村试点创办村级劳务帮扶服务公
司，在家门口为群众提供培训组织、岗位推送、
就业引导、劳务维权等全流程就业服务。在三
级就业服务体系的运转下，已提供就业岗位2.3
万个，吸纳就业2531人，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
4916人。

长阳基层就业服务直达乡村

用工需求“掌上”派 村民就近有活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金凌云 通讯员 李胤 何雪琴

湖北日报讯（记者童晨曦、通讯员史
梦月）12月5日是第38个国际志愿者日，当
天，我省各地社工机构积极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号召居民加入到“志愿红”队伍中来。

在武汉市首义路街道，武汉爱熙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志愿知识线上竞
赛。竞赛以食用油、购物拖车、暖手宝等各
类奖品，累计吸引300多名市民答题，让市
民学习到志愿服务相关知识，包括志愿者的
定义、志愿服务的目的和意义、志愿者与社
工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等。

“通过答题，居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志
愿服务的理念和精神、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
和综合素质，社工也能对辖区居民的志愿服
务水平有更准确的判断，有助于后期开展志
愿活动时招募到更适合的人选。”该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社工与志愿者是联动互促发展
的关系，社工通过提供社会工作知识、方法
和理念指导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也

可以运用自己的资源为社工提供帮助。
在随州市曾都区北郊街道亚通社区，

随州市阳光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宣传展
台开到校园门口。通过介绍北郊的一支儿
童志愿服务队，社工们吸引到50余位家长
与学生参与，现场招募了10多位小朋友加
入志愿者队伍。“志愿精神包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通过宣传，家长意识到了志愿
服务对孩子未来成长的益处，自觉自愿支
持、参与和帮助孩子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该中心北郊街道社工站相关负责人说。

在襄阳市，襄阳市从众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襄州区石桥镇社工站和老河口市李
楼镇社工站分别开展了环保相关主题的
志愿服务活动。社工向志愿者讲述了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和各类垃圾的具体投放方
式，并一起进行街道大扫除。途中，志愿
者积极向居民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倡议书，
倡导居民学习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

我省多地社工机构开展
国际志愿者日宣传活动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源、通讯员周建
仁）11月29日，由中国船舶集团武昌造船
为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建造的“向阳红05”
科考船提前一个月交接入列。

“向阳红05”船继承了原万吨级功勋
远洋调查船“向阳红五号”的舷号，是一艘
集多学科、多功能、多技术手段于一体的
现代化无限航区综合科考船。

该船船长84.5米、型宽16.4米，满载
排水量 4237吨。装配有多功能海上移
动实验室，拥有深水多波束测探系统、多
普勒海流剖面仪等调查设备，以及万米

地质绞车、A型架等甲板操控支撑设备，
整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相关负责人说，船
舶是南海局实施海洋监督管理和海洋科
学考察的重要载体，“向阳红05”船的建成
入列，为南海局重大型海洋装备增添新的
主力，将在开展海洋监督管理、海洋防灾
减灾、海洋科学考察和海洋科技创新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武昌造船与南海局合作多年，此次交
付的“向阳红05”船是继“海监84”“中国海
警3501”“向阳红31”后交付的第4艘船舶。

武船造！“向阳红05”科考船
提前交接入列化工产业，这一传统产业正在加快转型升

级，将会展现越来越多的“新面孔”。
二氧化碳催化加氢直接合成高品质汽

油；利用餐厨废油和微藻油等低品位油脂制
造生物航空煤油；富含一氧化碳的工业尾气，
被用于生物发酵制乙醇工艺……在2023全
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专家们
带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让人感到：化工行业早
已不是大家熟知的样子。

最大的创新机会在传统化学之外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化工大国，统计数据
显示，2022 年石油和化工全行业营业收入
16.5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1.05万亿美元，均创
下新纪录。然而，其中挑大梁的还是传统化学
工业。

“目前，传统化学工业约占整个化学工业
销售收入总额的70%，但其工艺技术、产业结
构和经济效益都比较落后，特别是规模大、历
史长的化肥工业、氯碱工业、纯碱工业、橡胶工
业、涂料工业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会长李寿生说。

与此相伴的，是我国化工行业产能过剩特
别是中低端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全行业发展的
突出矛盾，而高端化学品特别是高端新材料、
高端精细化学品和高端健康医疗产品相对短
缺。“全球化工新材料产业垄断正在加剧，高端

材料技术壁垒的竞争更趋白热化，中国必须加
快高端创新，这是未来创新发展必须提升的核
心竞争力。”李寿生说。

另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又给
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如中国在
新能源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市场规模迅
速扩大。“动力电池材料催生了新能源汽车产
业，打开了万亿规模市场。”中国工程院院士、
苏州实验室主任徐南平表示。新材料是产业
变革的引擎，尤其是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
材料、前沿新材料已成为国家未来竞争的重要
组成部分。

瞄准国家战略需求，苏州实验室聚焦结构
材料、信息材料、能源环境材料、生物材料、前
沿材料等5类战略性材料开展研发，布局材料
科学综合研究设施、人工智能驱动的材料研发
平台2个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攻关我国战略性
材料一系列重大问题。

从苏州实验室等一批研究机构的动作可
以看出，化学中最大的创新机会已经在传统化
学范畴之外了，新的化学前沿是生命科学、材
料科学以及能源、环境、健康管理等方面，因
此，越是传统化学工业发达的地方，转型升级
的任务也就越紧迫。

湖北化工加快创新转型步伐

湖北作为中部化工产业龙头，已建成石油

化工、磷化工、煤化工、盐化工、精细化工及化
工新材料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近年来湖北
也在积极推动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湖北将现代化工及能源产业作为全省
重点打造的5个营收万亿级产业之一，以建
成世界级磷系新材料产业集群、国家级高端
电子化学品专区、国家级现代煤化工生产基
地、国家级新型功能肥料保供基地及中部地
区重要石化产业基地等‘一集群一专区三基
地’为目标，推进湖北由化工大省向化工强省
迈进。”省经信厅厅长刘海军说。

今年我省出台的《湖北省化工产业转型升
级实施方案（2023—2025年）》明确提出，到
2025年，实现石化行业由“炼油化工型”向“化工
材料型”转变，先进高分子材料、磷系新材料、现
代煤化工、高端电子化学品、新领域精细化工及
新型功能肥料等高端化工快速发展，占比超过
50%。

“湖北化工产业基础良好，尤其是磷化工产
业走在全国前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科技与装备部主任助理、研究员李文军建议，湖
北要充分发挥资源、人才和科研优势，既要保障
农业生产，又要转型发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延长磷化工产业链，如大力发展磷阻燃剂、
有机磷、功能性磷酸盐等磷系高端化学品，高纯
黄磷、超高纯电子级磷酸、电子级磷烷等磷系微
电子新材料，配套发展锂电池隔膜、负极材料、储
能系统、动力电池等产业，打造高价值产业链。

高端化工“链”接未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彭一苇 林晶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林晶、通讯员
颜升）12月5日，2023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科
技创新大会在武汉开幕。记者从会上获悉，湖
北已建成石油化工、磷化工、煤化工、盐化工、
精细化工及化工新材料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
系，化工产业2022年营业收入达6863亿元，
居全国第六、中部第一位。

湖北是全国为数不多能生产所有化工产
品的省份，化工产业是我省优势产业和支柱
产业。省经信厅牵头组织对全省已建成化工
园区开展复核认定，按照“一地一区”“一区多
园”原则开展化工园区整合，前两批已认定合

规化工园区41个，其中营业收入过500亿的
化工园区3个，过100亿的化工园区15个，化
工企业入园率为76.8%，高出全国16.8个百
分点。化工园区已成为我省化工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安全
统一监管、环境集中治理、上下游协同发展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湖北高效率推进重大项目，不断
夯实发展新基石，是全国最大化肥保供基地、
磷化工第一大省、全国最大精细磷化工生产基
地。今年10月，我省出台了《湖北省化工产业
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23—2025年）》，将实施

七大行动，力争到2025年化工产业实现营业
收入过万亿元。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主办，来自国家
有关部委、行业院士专家、全国重点石油和化工
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500余名代表参
加会议。在为期两天的大会期间，一批油气、能
源化工、精细化工、绿色化工、化工新材料等领
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及专
家将作报告，同时，大会还组织科研开发单位
和创新团队与重点企业、化工园区、金融机
构、地方政府等开展创新合作洽谈对接活动。

营业收入近7000亿元

湖北化工产业规模位居中部第一

“向阳红05”科考船。（武昌造船 供图）

11 月 30 日，在阳新县和蕲春
县长江两岸，武汉至南昌双回1000
千伏线路工程长江大跨越段架线
施工完成，62根架空导线在高325
米的特高压铁塔的支撑下飞越长
江，这是国内跨越长江线束最多的
特高压工程。武南特高压工程共
架设451.75公里线路，计划2024年
6月底线路具备带电条件。图为电
力工人在进行高空施工作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通
讯员 周巍 曾邦勇 摄）

武南特高压工程

长江大跨越段贯通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上接第1版）
据悉，西贝莜面村、盒马鲜生、海底捞等

知名品牌连锁餐饮企业都是浔味堂的固定
客户。“我们采取订单模式以销定产，所以产
品不愁销。”都勤学介绍，目前湖北公司已招
聘250余人，预计年底将超过350人。

嘉鱼浔味堂食品产业园项目一期建成
水产品加工车间、冷库仓储中心、污水处理
站等；二期将建办公区、体验中心及鱼文化
博物馆。项目占地面积100亩，总建筑面
积近8万平方米，已建成约5万平方米。
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万吨农副产品
加工制品及物流配送能力，预计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6亿元，带动就业1200人。

作为行业龙头品牌，浔味堂近年来布
局全国，2022年3月在嘉鱼设立湖北浔味
堂食品有限公司。此举将激活当地预制菜
新业态，助力打造产业链。“未来三年，我们
的重心将放在嘉鱼，主要面向华中地区大
型餐饮连锁企业供应预制菜品，包括水产
制品等。”都勤学说。

经过15年发展，浔味堂已有8大类400
多种产品供应市场，主打水产类、畜禽类、面点
类等。都勤学说，公司生产的鲜嫩鱼丸就是当
天活鱼现做，实现零添加剂和冰鲜即时配
送，“在嘉鱼，我们将围绕地方特色美食、省级
非遗项目簰洲圆子，研发推出鱼圆等主打产
品，采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卖到全国各地。”

订单排到春节前
外婆湖扩建提升产能

11月27日，位于嘉鱼县鱼岳镇铁坡
村的咸宁外婆湖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醉鱼生产线正在加紧生产。经腌制、清
洗、烘干、切块、调料、灭菌等环节，全自动
包装的外婆湖醉鱼成品“新鲜出炉”。

“订单已经排到春节前。”公司负责人
方明介绍，每天约有9吨醉鱼等水产品从
嘉鱼下线，销往全国各大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零食连锁店以及连锁酒店，今年以来，
销售额为2500万元左右。

这是一家致力于淡水鱼深加工的食品
企业，也是咸宁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20年落户嘉鱼，总投资5000万元，可年
加工生产淡水鱼制品1000吨、蔬菜制品
1500吨、速冻调制食品1000吨。

“嘉鱼县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清掉了
原来的‘僵尸企业’，腾退厂房作为我们公
司用地。”方明介绍，原企业有2栋老厂房
共3000平方米，2020年外婆湖落户后新
建一栋4000平方米的厂房。目前有醉鱼
制品生产线2条、蔬菜制品生产线2条、速
冻制品生产线1条、500吨级冷藏库2座、

20吨级冻库2座、全自动烘干房4座及冷
链配套，形成完整产业链。

该公司长期与江南大学、浙江商学院
等高等院校合作研发，主打产品有外婆湖
糟醉系列，如醉鱼、鱼干、醉龙虾等，生产的
预制菜、休闲食品颇为畅销。

“嘉鱼是水产大县，公司与养殖户签订
了保护价收购协议，就地收购并深加工成
即食食品。”方明说，公司2020年7月成立
嘉鱼县嘉绍农产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建
立淡水鱼收购、初级加工、冷链保鲜、物流
运输基地，大量扩大种养殖业会员。

畅销产品供不应求，扩大产能迫在眉
睫。公司规划中的外婆湖二期项目总投资
1.2亿元，在嘉鱼县新街镇规划用地40亩，
新建生产车间及生产线，年加工淡水鱼制
品3000吨。“项目建成后，产能将大大提
升，预计年销售额逾2亿元。”方明说。

规划1500余亩产业园
“装”进更多预制菜

预制菜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约4300亿
元。业界预估，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全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今年有望达到6000亿
元，2026年将突破万亿元大关。

“农产品不加工，就是一场空。”嘉鱼县
委书记王永表示，水是嘉鱼县最美的底色，
好水养好鱼。嘉鱼水产业站在预制菜“风
口”，必须抢抓机遇，快速崛起。

今年2月，嘉鱼县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推进浔味堂、外婆湖等农产品加工龙头
企业发展，打造以绿色农产品、水产品为主
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按照嘉鱼县产业布局规划，该县计划
在新街镇集中打造农产品产业园，总面积
1500余亩。该产业园内，以嘉安物流为轴
线，东侧华中（嘉鱼）预制菜创新数智产业
园项目是重头戏，占地1350余亩。

嘉鱼县乡村振兴推进专班介绍，该预制
菜产业园由中粮集团与县城投公司合作建
设，总投资约60亿元，分三期建设，打造综
合预制菜加工区、水产预制菜加工区、肉类
预制菜加工区、蔬菜预制菜加工区以及综
合配套区。

目前，该产业园内已布局浔味堂、外婆湖。
另经招商引资，湖北中湘、湖北坤鸿等多家
企业纷纷签约落户，均涉及预制菜生产加工。

“建产业园就是为了筑巢引凤，想要
‘装’进更多预制菜产业。”嘉鱼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石六华说，嘉鱼拥有丰富的传统
美食底蕴和产业资源，早有传统的预制菜
文化，发展预制菜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