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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观察

襄阳创新积分制企业
获百亿元授信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璐、通讯员赵春杰）襄阳高新区
作为全国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2023年与5家银行合
作，累计为123家创新积分企业提供授信105.2亿元，发
放贷款21.5亿元。

2023年2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全国第三批“企
业创新积分制”实施名单，襄阳高新区入选，是湖北省第
四家试点园区。

按照“统筹推进、分类实施”原则，该区重点从上市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选择近
3年有持续性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且营收无大幅波动的
科技企业纳入试点。首批试点企业346家，其中初创期
企业10家、成长期企业113家、壮大期企业134家、稳定
期企业89家。

襄阳高新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创新积分指标体
系设置技术创新、成长经营、高端人才、辅助指标四大类共
计25项，能精准衡量企业发展潜力，为银行提供授信的重
要依据。截至目前，企业创新积分信息平台汇集基础数据
近3.2万条，导入信贷产品26个。

高新区发布“2023年度企业创新积分百强榜单”，星
航航空、智诚物联等初创期企业，无忧车、腾威电子等成
长期企业，赛恩斯、贽丰机器人等壮大期企业，美利信、回
天新材料、德普电气等稳定期企业入榜。

万洋洲国家湿地公园
迎来新“国宝”

湖北日报讯（记者雷闯、通讯员胥如雪、毛祥、刘毅）
1月10日，宜城万洋洲国家湿地公园，一只白色大鸟正
迈着大长腿在湿地浅水区轻盈踱步，不时垂首觅食。经
专家辨认，这只鸟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水鸟，成鸟体长超过1米，黑翅
白体，赤脚长喙，栖息于开阔的沼泽、湖泊和潮湿草地。
东方白鹳是少见的旅鸟，因繁殖分布区域狭窄，野生种群
数量极为稀少，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中属于濒危等级，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是万洋洲国家湿地公园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的身
影，也是继中华秋沙鸭、黑鹳、青头潜鸭后，在湿地公园发
现的第四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鸟儿是生态环
境的“晴雨表”，随着万洋洲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越来
越多的珍稀鸟类来到万洋洲湿地栖息、中转、繁殖或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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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铝回收利用玩出“新花样”

新金洋进军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欣 通讯员 阮班明 黎东

襄阳106座乡镇污水处理厂统建统管
近百万乡镇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赵峰 祝兆林 通讯员 黄金炎 焦晓霜

一泓清水哗哗作响，从蓝色瓷砖铺就的出水口翻腾奔涌。逆流寻

踪，大约100米外，涌进黑色管道的，是一股棕褐浑浊、异味刺鼻的水流。

“你看，这分别是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水。”1月10日，在襄阳市襄州区

伙牌镇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拿起两个矿泉水瓶对比。

一瓶浑浊，一瓶清澈，反差鲜明。每天，这里都要处理约3300吨生活

污水，最终以一级A的标准排入小清河，进而注入汉江。

2017年，襄阳市依托企业统一建设运营乡镇污水处理厂。用3年时

间，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江国投）累计新建乡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106座、污水收集管网约4200公里，实现乡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全覆盖。

统计显示，从2021年1月至2023年年底，106座乡镇污水处理厂共处

理污水5114万吨，近百万乡镇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有序排放。

襄阳市的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起
步于2010年左右，一些经济强镇开始
自建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基本在
50吨到200吨之间，采取的工艺多数
是人工湿地工艺。

运行初期效果不错，但随着污水量
逐步增加，处理效果每况愈下。

襄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有
的选择停运，有的虽然时断时续运行，
但处理水质不达标。“即使是这样的污
水处理厂，也不是每个乡镇都有。”

2017年，湖北省和襄阳市先后出
台《关于全面推进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的意见》和《襄阳市乡镇污水收集处
理项目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要求
要在三年之内，实现建制乡镇、中心村、
居民集中点、易迁点、生态敏感地带、生
态脆弱区域污水处理厂全覆盖。

彼时的襄阳，建设任务超过100
座，如果还是单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投
入，“三年之约”恐无法完成。

襄阳的破解之法是交给汉江国投
旗下的襄阳江汉生态经济带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江生态投）建设，
9个县市区按照PPP协议，分19年支付
建设服务费、分24年支付运营服务费。
为此，汉江生态投成立专门的建设运营
公司——湖北汉江益清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益清环保）。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投
资、统一运营”的要求，益清环保将分散
在各县市区的项目整合打包，新建乡镇
污水处理厂106座、污水收集管网4200
公里，如期完成“三年之约”，总投资由
预算的58.6亿元降低至50.4亿元，为全
省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冬日里的老河口市仙人渡镇杜家河村
云雾缭绕，连片沃野之间，该镇生活污水处
理厂格外醒目。

占地4570平方米厂区内，初沉池、调
节池、生物转盘池、二沉池等设备一应俱
全，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排入汉江。

“日处理能力1600吨，服务仙人渡镇
区2339户、15000余人。”益清环保老河口
运营事业部工艺工程师陈卫涛介绍，该处
理厂采用生物转盘工艺，通过生物转盘表
面的微生物膜反复接触污水，在氧气作用
下使污水获得净化。

襄阳地理条件复杂，既有低丘高山，也
有平原河湖，如何保障乡镇污水处理厂既
能建得起，又能用得好？

一镇一策，因地制宜。益清环保以多级接

触氧化、生物转盘、兼氧膜生物反应器（简称
“FMBR”）、整合生物标志物响应（简称“IBR”）
等四种处理工艺，应对不同环境、不同需求。

樊城区牛首镇是农业大镇，田挨田、地
挨地，该镇熊集村污水处理厂选择占地面
积相对较小的FMBR工艺，日均处理生活
污水150吨至180吨。

襄州区伙牌镇工业企业众多，镇污水
处理厂选择可兼顾处理工业污水的IBR
工艺，日均处理污水3300吨，其中有600
吨至700吨是工业污水。

谷城南河风景区山清水秀，南河污水
处理厂依山而建，厂区内草坪下依次埋着
8个绿罐。“我们采用的是多级接触氧化工
艺，俗称‘地埋罐’。”益清环保谷城运营事
业部经理张志贝介绍。

“谷城茨河污水处理厂出水总磷
值0.45mg/L，存在超标风险。”1月4
日12时05分，益清环保总部的乡镇

污水管网监测平台上，弹出一则预警信息。
益清环保信息中心主任刘金鑫通过手

机APP发出指令，经排查，系进水污染物
含磷量过高所致。工作人员立即对设备进
行清洗，加大除磷药剂，一小时后出水指标
稳定在正常值。

显示屏上，任意点开一个乡镇污水处理
厂，左边是厂区实时监控画面，右边是厂区运
行情况，各种参数、流向、指标一目了然，既可

以远程控制设备的开关、曝气、回流等，也可
以对异常情况发布预警信息。

1月3日晚，襄州区石桥镇巡查人员李
全修上报：镇区中心街一处入户污水井堵
塞，请安排清淤车现场处置。接到信息后，
工作人员胡维立通过手机APP迅速定位
该污水井坐标，20分钟驾驶清淤车抵达现
场，当晚疏通完毕。

“通过智能监测，一方面通过大数据监
测预警，可提前应对；另一方面提高了查
找、排除故障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益清
环保总经理胡玲说。

1月6日，枣阳市七方镇百亩大堰边，
村民休闲散步，享受着冬日暖阳。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臭水塘。“全镇
60%的生活污水都直排进去，又黑又臭，一
刮风还泛起白沫。”七方镇闫坡村村委会主
任李国民说。

2021年，七方镇污水处理厂正式投入
使用，日均处理生活污水1100吨，惠及镇

区和6个村的5000余户村民。
谷城县南河镇西峡路边的丽群农家

乐，门前是风景秀丽的南河，屋后是东干
渠。老板徐陈介绍，以前生活污水直排，一
遇到汛期，污水溢出倒灌，又脏又臭。

“厂子建起来后，污水全部进入管网，
水质变好了，环境变美了，游客变多了，农
家乐生意也变好了。”他说。

因地制宜运用四种工艺

智能监测提升运营效能

环境变美群众受益

公司统建节省投资8亿元

襄州区污水直排整改项目加紧建设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金伟 杨龙凤 摄）

老河口市仙人渡镇杜家河村污水处理厂，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汉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通讯员 张子纬 摄）

1月11日，两车废旧铝制轮毂，分别从襄城、宜城两地出发，

送达谷城县的湖北新金洋资源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新金洋）。

新金洋是湖北废铝回收规模最大的本土企业。每年有

20万余吨废铝在这里“回炉重造”，变成15万余吨铝锭、铝棒、

铝零部件，销往全国各地。

在很多人看来，废品回收利用是个“低端”活，但新金洋董

事长王进却说：“恰恰相反，科技范、生态范十足。”

近几年，该公司投入技改资金1亿余元，实现废铝回收制

作全自动化。2023年，公司实现营收超13.5亿元。

目前，公司建立院士工作站，积极向新能源汽车市场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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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铝料开启新“铝”程

1月11日，新金洋公司生产车间，一批
批铝合金门窗等废品，经过破碎、磁选、涡流
选、X光选等自动化分选除杂后，被“投喂”
到熔炼炉中，开启一段全新“铝”程。

磁选分离出铁金属，涡流选剔除掉塑料
等非金属材料，X光选把铜等重金属挑选出
来，最后就剩下“纯废铝”。

“废铝前端处理技术看似简单粗放，却关
乎后期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王进介绍，过去
行业上采用大量人工或浮选进行分选，占用场
地大，用水量高。最关键的是分选不干净，熔
炼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危险废物、污染物。

2021年，该公司投资1500万元从德国、意
大利引进X光机、磁选机等关键设备，优化废铝前
端分选处理工序，建成了一体化自动化生产线。

王进说，按年分选5万吨计算，原来需要
100多名工人、花费600多万元，现在X光机分
选只需20多人、300万元，年节水6万立方米。

在杂质分离中产生的上百吨废塑料、废

钢铁、废锌、废镁等，作为再生资源供给相
关企业。

目前，该公司生产的主导产品铝合金已
销往汽车零部件企业、通信产业及家居行
业，铝铸件销往航特科技等航空企业。

年减排二氧化碳1500余吨

生产车间内，9台熔炼炉满负荷运转，
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

熔炼炉内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当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靠近炉旁的操作台时，并
没有非常灼热的感觉。

原来，过去的熔炼炉燃烧系统，是燃料
与空气直接混合燃烧，排烟温度高达
700℃，不节能。采用半弥散蓄热式燃烧技
术改造后，燃料与空气在炉内充分混合燃
烧，排烟温度进一步降至130℃以下，热效
率大幅度提高。

熔化的铝液倒入铝锭模具，待铝液冷却
后即可成型。过去，为了提高铝锭加工效率，
会把冷却水喷淋在铝锭模表面，残留水渍会导

致产品合格率降低。技改后，冷却水喷淋改为底
部浸模冷却，且温度恒定，不仅保证铝锭产品质
量，还解决车间水蒸气排放的难题，减少水蒸气
对设备厂房的腐蚀，起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此外，采用自动化分选除杂后，送入熔炉
的废铝料纯度大幅提高，每吨回收率从过去
的89%提升至现在的94%，需消耗的天然气
从过去的80多立方米下降至65立方米。

“通过技术改造，公司每年减少碳排放量
1550余吨，增加经济效益600万余元。”王进
表示，新金洋计划再投资5000万元，开发运
用铝灰资源化利用、脱漆烘干等多个技术项
目，进一步提高综合利用效能，减少碳排放。

抢抓新能源汽车市场机遇

新能源汽车为了增加续航里程，正在加
速零部件轻量化。

新金洋创始人李富元介绍，公司生产的再生
铝合金一直广泛运用于制作传统燃油车发动机、变
速箱等零部件。近几年，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
作，利用原生铝研发新材料，进军新能源汽车市场。

2022年，新研发的高强韧免热处理压
铸铝合金产品取得重要突破，产品已完成多
批次的稳定性验证，并交付客户小批量生产
试用。客户通过多批次相关验证后，合金产
品表现出良好的铆接性能，质量安全可靠。

2023年12月22日，新金洋院士工作站
正式揭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
桂卫华与新金洋共建院士工作站。

“院士工作站的一个重要研发课题，就
是用回收利用的再生铝代替原生铝，生产出
铝合金产品，用于制造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李富元说，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会像燃油
车一样，培育出回收利用新市场。做好了技
术储备，“风口”来临，就能乘势而上。

襄阳成为
国家知识产权强市示范城市

湖北日报讯（记者吴宇睿、通讯员李檀、刘钊）1月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新一轮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试点示范城市、强县建设试点示范县名单，襄阳市被确定
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示范城市。

近年来，襄阳市相继制定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知识产
权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襄阳市知识产权“十四五”发展
规划》等文件，襄阳市知识产权局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
等部门，出台近30个文件，形成保护合力。

该市大力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专项行动，在重点产业园区、孵化器和重点企业建立
35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全市111个市场监督管理所
同步挂牌设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

襄阳市知识产权局选择航空航天产业园、汽车及零
部件等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园进行培育，为130
家企业进行企业专利导航活动，兑现奖补资金超过3500
万元。在专利转化项目资金投入超过1200万元，共有
4622件专利参加运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近8亿元。

此外，该市相继引进珠海横琴、武汉中部知光等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成立襄阳市知识产权服务协会，为襄阳经
营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

襄阳神农架构建南河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欣、通讯员魏涛、陈尧）近日，襄
阳市政府与神农架林区政府签订《南河流域上下游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力推进南河流域综合治理。

协议本着“受益者补偿、损害者赔偿、保护者受偿”
的原则，以两地跨界的南河流域阳日湾断面和玛瑙观断
面月度省级水质监测结果为依据，以水质“只能更好、不
能变坏”为导向，实施补偿资金与水质改善相挂钩的双
向补偿机制。补偿资金按月核算、年度汇总、次年结算，
最高可达1200万元，专项用于南河流域范围内水污染
防治工作。

襄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建立南河流域跨市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进一步推动襄阳、神农架两地在南
河流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上的深度合作，推动形成南河
流域共商共管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