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重集团自主研制的CKX53280型立式铣车床，成功填补我国没有先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产机床加工大型核电关键零件压力壳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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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向“新”发力，制造向“智”而行。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国家聚焦制造强国建设，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全面战略部署。
湖北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突破性发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

装备制造、北斗等5大优势产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奋楫争先。
今年1至11月份，全省高端装备产业规模达到3770亿元，同比增长14.24%，预计全年产值超4000

亿元。

策划：省国防科工办
供稿：丁锦方 文森 杨德义

1212月月2727日日1414时时5050分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
火箭以火箭以““一箭四星一箭四星””方式将天目一号掩星探测星座方式将天目一号掩星探测星座1919星星（（西永微电园西永微电园33号号）、）、2020星星
（（贵安贵安0101星星）、）、2121星星（（贵安贵安0202星星）、）、222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湖北自主研制的“三峡氢舟1”号绿色智能船舶。

蓄势腾飞，逐梦太空。
2023年12月27日14时50分，我

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
甲固体运载火箭以“一箭四星”方式将
天目一号掩星探测星座19星（西永微
电园3号）、20星（贵安01星）、21星
（贵安02星）、2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两天前，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同一工位，使用同款快
舟一号甲固体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目一
号星座11星-14星送入预定轨道。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快舟一号甲火
箭，是由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推
出的一款小型固体运载火箭，主要为
300公斤级低轨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
具有飞行可靠性高、入轨精度高、准备周
期短、保障需求少、发射成本低等特点。
本次任务是快舟系列运载火箭第29次
飞行。此次发射的四颗卫星，是中国航
天科工所属系统公司研制，由航天科工
二院空间工程总体部在武汉总装完成，
主要用于获取全球大气环境要素信息。

瞄准微小卫星快速发射和补网需
求，快舟一号甲火箭凭借车载机动发射
方式，创下同一型号运载火箭在同一发
射场6小时内连续成功发射的纪录，是
国内少有的在酒泉、太原、西昌三大发射
场均成功执行过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

近年来，湖北航天事业稳中蓄力，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襄阳航天固体
推进剂研发基地和宜昌商业航天动力
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快舟系列固体运载
火箭初具型谱化格局，卫星柔性智能生
产线已建设完成。湖北，正奋力迈向

“中国航天第三极”。
商业航天是技术迭代快、经济效益

高、带动作用强的新业态产业，正在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湖
北积极探索商业航天产业发展，为航天
强国建设注入“湖北动能”。

在火箭链方面——
火箭动力研发实现重要进展。全

力推动“湖北造”火箭常态化发射、谱系
化发展，“快舟”火箭在固体火箭发射次
数、发射载荷质量和入轨卫星规模方面
国内领先。截至12月27日，“湖北箭”
快递“湖北星”已达7次14颗。航天科
工火箭公司70吨级可重复使用液氧甲
烷发动机顺利完成全系统长程热试车，
正加快打造固体、液体、可重复的全谱
系“快舟”火箭国际品牌。

在卫星链方面——
卫星研制组网取得重要突破。武

汉大学牵头研制的“珞珈”系列卫星取
得多项全球首创，“珞珈二号01”星是
世界首颗ka频段高分辨率SAR卫星，

“珞珈三号01”星是世界首颗实时传输
用户终端的智能遥感卫星，“武汉一号”
是国际上首颗多功能智能遥感卫星。
协调争取全球最先进的卫星柔性生产
线争取多项订单，加速推进超低轨通遥
一体星座、“天目”气象星座等卫星研制
任务。航天科工二院空间工程部今年
新签合同超10亿元，超低轨通遥一体
星座首颗技术验证星将于明年一季度
发射。

在数据链方面——
卫星数据示范应用得到初步探

索。航天行云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的武
汉卫星数据应用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
首个“通导遥”一体化卫星数据应用平
台，今年6月挂牌运行，现已汇聚接入
50余颗“通导遥”卫星数据资源，已在
30个应用场景开展示范应用。

省国防科工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决策部署和省委全会工作要求，积极
推动“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项目建设，
推动宜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航天
动力体系完备的重要基地，大力推动商
业航天新兴领域发展，积极对接航天领
域国家级、国际性平台资源，通过举办
2024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积极
扩大湖北商业航天国内外影响。

为航天强国建设注入“湖北动能”商业航天

机器轰鸣、焊花飞溅。
12月22日，湖北合创重工有限公

司打造的12000吨级甲醇燃料电动内
河散货船，在黄州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
开工。这是湖北加快发展绿色智能船
舶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当天，湖北省内河绿色智能船舶试
点示范推进会在黄冈召开。会上，湖北
省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业创新中心、湖北
省绿色智能船舶技术创新中心等揭牌，
并举行产业融合发展合作、绿色智能船
舶新增订单签约仪式。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内
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明确规划布局，
提出产融合作、技改升级、专项补贴等
政策措施，着力发展绿色造船、绿色船
舶、绿色航运，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管理
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坚持示范应用、
先行先试、稳步推广，在内河船舶绿色
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湖北作为内河船舶工业大省，在内
河船舶研发、设计、制造、配套等领域具
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今年2月，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
发展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工业和信息化
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署全国唯一内

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专项合作备忘录，
紧盯“南水北调”民生问题和长江流域
生态保护的迫切需求，建立完善绿色智
能内河船舶产业链、供应链，带动长江
内河船舶绿色智能转型升级。

自合作备忘录签署以来，湖北加快
建设以武汉为核心辐射带动宜昌、荆
州、黄冈差异化发展的船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加快推动绿色智能船舶
产业发展试点示范，坚持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

“1+5+N”的省市融合产业发展体系。
省国防科工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整合涉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
术企业等船舶创新资源，筑牢绿色智
能船舶“创新链”，加速攻克关键技术
难题，打造“三峡氢舟1”号、“长江三
峡1号”“华航新能1号”等一批满足不
同场景需求的示范船型，长江、汉江、
丹江口库区等水域LNG动力船舶、电
动船舶快速增长，形成“产融合作支持
绿色智能内河船舶融资租赁”的典型
经验，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
加速融合。

今年10月，湖北长江船舶供应链
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是全国内河唯

一专业化的船舶供应链平台公司，成为
湖北省供应链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目前，船舶供应链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已经初步搭建完成并上线测试，建有
集采营销、技术对接、人才匹配、资源共
享等四大模块，按计划明年3月正式投
运。目前，该公司手持绿色智能船舶订
单量51艘，意向洽谈订单量40艘。

我省全力推动以标准优势构建竞
争优势，中国船级社武汉规范研究所牵
头完成甲醇动力、氢动力、电池动力等
19项绿色智能船舶标准规范编制，填
补国内空白，首创新能源汽车滚装运输
安全技术标准。此外，我省绿色动力核
心配套市场占有率全国排名第一。

据统计，今年1至11月份，全省船
舶 工 业 营 收 660 亿 元、同 比 增 长
15.2%，预计全年产业营收超 720 亿
元、同比增长超15%；新接订单、手持
订单同比分别增长35.3%、32%，出口
创汇1.57亿美元，同比增长162.4%。

坚持绿色发展，先立后破，湖北内
河绿色智能船舶将立足湖北，牵手安
徽、福建、广西等省区，面向全国，不断
扩大规模应用范围。

让“黄金水道”加速释放“黄金效益”绿色智能船舶

海洋渔场一号、君旅号、“三峡氢
舟1”号、长江叁号……

今年10月，2023世界航海装备大
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湖北一批

“高精尖”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参展，
全面展示我省高质量推进海工装备建
设取得的成果。

科技创新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根本
动力。

湖北虽是内陆地区，但海洋科技
优势明显，创新资源丰富，拥有中国船
舶集团7个研究所，6名船舶专业院
士，近万名船舶专业研发人员。在船
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领域，湖北有1000
多项国家专利，抢占研发制高点。

在中国海洋装备博览会智能化信
息系统展区，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〇
研究所展出多款浮标、潜标等水下无
动力平台，便携式有毒有害检测仪等
高端检测仪器，以及海洋磁力仪等多
款元器件。该所研制的6000米自主
式水下航行器，是国内首型深海无人
搜救平台，填补国内大深度水下搜救
的空白。

近年来，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加快
向深海挺进、增储上产持续发力，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海洋油气装备产业
的进步。

6月30日，我国海事系统最大的
溢油回收船，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武
昌造船开工建造。该船由河北海事局
出资建造，中国船舶第七〇八研究所
设计，船长79米、型宽15米，最大航
速 15节，续航力 3000 海里，自持力
20天。

据了解，近年来，海上石油运输愈
加密集，船舶溢油事故风险有所升
高。溢油污染涉及海洋环境保护、渔
业、旅游等众多领域，社会影响面广、
经济关联度高。新型溢油回收船的建
造，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海事系统船舶
溢油应急处置能力，积极助力海洋环

境保护。
湖北海洋科技优势明显，创新资

源丰富，拥有中国船舶集团7个研究
所，8名船舶专业院士，近万名船舶专
业研发人员。在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领域，湖北拥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
抢占研发制高点。

十年来，湖北锚定南海、极地、内河
三个重点领域，在深远海大型海洋工程
装备、高附加值海洋公务执法装备、极
地特种船舶、内河绿色智能标准船型、
江海直达清洁能源标准船型等方面，不
断取得新突破。如今，湖北研制的各类
高端船舶，正成为开发海洋资源、建设
海洋强国的利器，大江大河、深海远洋，
处处都有“湖北造”的身影。

湖北首创研发的全海深高能量密
度锂电池，应用于万米载人潜水器“奋
斗者”号为代表的深海装备，填补我国
全海深载人潜器用锂离子电池的空
白；自主研发的兆瓦级波浪能发电系
统，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应用于

“南鲲”号波浪能发电平台；国家重点
专项深海无人潜水器“麒麟”号，可满
足深海复杂海底环境近距离精确稳定
观测、辅助作业等需求，具有重要科研
和应用价值。

湖北生产的海洋油田固井设备，
占国内市场份额90%以上；甲板机械
占远洋船舶配套市场近半壁江山；在
大型海洋压裂设备领域处于龙头地
位。今年9月，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为顺北油气田开发提供的国内
首套万米车载修井机投入使用，标志
着我国油气勘探开发修井工程进入万
米深层时代。

新时代新征程，湖北将不断巩固
强化海工装备优势，加快海洋工程装
备研发基地建设，全面提升水上装备
产业化能力，积极推进水下生产系统
国产化突破，自主研发更多高质量拳
头产品。

抢占海洋工程装备制高点

高端能源装备

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发力
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湖北步履不停。

12月21日，锐科激光“黄石智慧
工厂”投产仪式暨激光智能制造产业
论坛在黄石举行。“黄石智慧工厂”位
于黄石智慧光子产业园，由锐科激光
子公司湖北智慧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运
营，生产线配备包括COS自动化生产
线、泵浦源自动化生产线等，将主要用
于生产中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固体激
光器及核心器件等。

锐科激光作为国内第一家光纤激
光器生产企业，于2011年被航天三江
收购控股，产品功率覆盖从 10W到
120kW高功率激光器，开创中国光纤
激光器新体系。该公司已形成武汉锐
科激光产业园、黄石智慧光子产业园
等多个产业园及研发制造基地的产业
发展格局。

工信部官网近日公示2023年度
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名单，全
国共78个，湖北省2个，其中武汉华大
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大智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命科学装备智能
工厂标准应用试点，湖北三环锻造有
限公司的智能锻造工厂标准应用试点
入列。

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和“自强
之基”。发展工业母机产业是国家重
大战略，也面临难得的政策和市场机
遇。

湖北工业母机产业规模靠前、高
端人才集聚、龙头地位突出，正加快抢
占技术制高点、塑造竞争新优势，努力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重点领
域应用布局取得突破，激光加工装备
竞争力全球领先、重点产品市场占有
率全国领先、企业融通发展全国领先”
目标。

下一步，湖北将加快推进集群发
展，支持华中数控、武船重工、武重集
团、东风汽车、航天三江红阳机电等企
业做大做强，吸引国内外领军企业落

户，推动相关市州工业母机产业链式
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打响
湖北制造品牌，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产业集群。

航空航天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高
端领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
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今年8月，宜昌猇亭凌云航空产业
园，贝迪克凌云（宜昌）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举行首架客改货飞机交付仪
式。这也是华中地区首架客改货飞
机。

据了解，客改货业务被誉为民航
维修的明珠，代表企业在相关机型维
修方面具备最高等级的能力。目前，
国内客改货市场主要针对窄体机，全
国包括贝迪克凌云在内仅9家公司具
备客改货能力，贝迪克凌云是华中地
区唯一一家。此次客改货任务，创造
首次实施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
波音737NG-800客改货方案全球落
地时间最短纪录。

今年10月，航空工业集团在荆门
漳河机场组织实施航空应急救援综合
实战演练。12月，由航空工业特飞所
自主研制的“祥云”AS700民用载人飞
艇，正式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型号合格证。该产品成为国内首款按
照适航规范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首个获得型号合格证的载
人飞艇，主要用于空中游览、应急救
援、反恐维稳、城市安保、航空物探等
领域。

据了解，今年以来，航空工业特飞
所研制的轻型运动飞机顺利取证并获
50架订单，目前已完成6架飞机生产
总装，“海王”飞机顺利获得生产许可
证，AS700载人飞艇完成首飞。

湖北大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顺
丰与全球最大的商用飞机维修企业新
加坡新科宇航，合资筹建的鄂州花湖
机场航空维修与改装项目，总投资额
21.8亿元，已启动建设。

聚焦补链强链打响湖北制造品牌

智能制造和航空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