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23 星期二
主编：蒋绶春 版式：徐云

综合10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先宏、通讯
员黄敏）“经检测，长江武汉天兴洲段
水生态环境适合江豚栖息。”近日，全
国人大代表、武汉水务集团宗关水厂
王琼工作室负责人王琼，向武汉市农
业农村局送来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
示长江武汉段江豚经常出没水域的水
质，基本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
类水体要求。

1月10日，王琼和同事、武汉既济
检测公司水质化验员一起，乘着武汉

渔政快艇、迎着寒冷江风，来到长江天
兴洲段采样，给江豚生活的水生态环
境“体检”。

长江武汉天兴洲水域是人类活动
的高频区，也是江豚时常出没的水
域。“这里的水质水体环境，直接影响
到江豚生存，了解天兴洲水域的水质
状况，为江豚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十分有意义。”王琼说。

当天，船过天兴洲大桥，水质化验
员开始采集水样，将长江原水分装进

不同的水样瓶中。“回到实验室后，用
高精度检测设备对水样进行检测分
析。”王琼介绍，此次共检测水样的总
磷、氨氮等34个项目，全面反映该水
域的水生态环境。

水是生命之源，从事水质化验工
作的王琼，深知水环境对江豚保护的
意义。在2023年的全国“两会”上，她
提交建议案，提出在武汉建设“数字江
豚”平台，为濒危物种保护探索数字化
路径，以数字科技助力长江大保护。

保护长江江豚等濒危物种，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结合自己的工作，
王琼借力武汉既济检测公司（国家城
市供水水质监测网武汉监测站）的技
术优势，通过给江豚栖息地做“体检”
的方式，参与到江豚保护和长江水生
态监测数字化建设中。此次长江天兴
洲水域水质监测前，王琼和团队还远
赴石首市，对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水质进行了检测。

水质检测报告显示——

长江天兴洲段水生态环境适合江豚栖息

湖北日报讯（记者戴辉、通讯员
陈阳春、向文涛）气温降至－6℃，多条
高速公路桥梁结冰，收费站入口临时
实行交通管制。1月21日至22日，受
寒潮天气影响，湖北襄阳、宜昌、随州、
孝感、恩施等地多条高速路段迎来新
年首场雨雪天气，湖北交投运营集团
所辖各路段撒布融雪剂4000余吨，出
动养护应急保畅人员3200余人，日夜
不歇，奋战高速，用心用情用力保障高
速大通道的安全畅通。

“已安排金龙转换车道撒布机洒
渝沪方向至朱家岩，贺家坪应急点另
上一台撒布机正常撒布长岭至金龙。”
1月22日凌晨，在海拔1000米的沪渝
高速金龙隧道口，漫天大雪，身着荧光
绿的张文有条不紊调度。部分桥隧及
路面积雪，公司综合巡检办采取“机械
为主、人工辅助”的方式除雪，科学调
配人员和机械，重点加强对弯道、桥
梁、隧道口、长大纵坡路段等重点部位
撒布融雪剂，全力清理积雪，做到“随

下随清、雪停路畅”。同时，通过沿路
情报板、抖音号、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
径，发布实时路况信息，提醒过往司乘
减速慢行。

“今天虽然挺冷的，但是收费站工
作人员很耐心、服务很周到。”司机刘
师傅说。在京港澳高速京口收费站，
收费员为滞留司乘人员送去热水、方
便面、盒饭等物资，提供休息场所、洗
手间等。湖北交投各收费站还统一设
置便民服务台。

京珠运营公司大新、宣化店、中
洲、孝昌西等收费站所，连夜启动除
雪保畅方案，组建应急保畅突击队，
从收费车道、安全岛、收费广场循环
作业即下即扫。在京港澳高速孝感
段，除了常规的运用融雪剂一体化撒
布机、推雪铲等机械设备开展防冻防
滑作业外，还通过智慧养护多功能可
视巡查车，大幅提高防冻防滑作业效
率，紧盯桥梁、弯道和隧道出入口等
重点部位。

湖北高速3200人迎风战雪保畅通

湖北日报讯 （记者黄磊、通讯
员龚姣、实习生黄文烨）1月21日至
22日，一轮寒潮天气“抵汉”，武汉公
交集团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
案，多措并举保障市民安全出行、温
暖出行。

1月21日夜间，室外气温跌至零
下。针对特殊天气情况，武汉公交集
团七公司同时安排人员检查电瓶、防
寒罩、防冻液、三角木、水桶、盐、防滑
链、草袋等物资准备及储备情况。工
程抢修车配齐防冻液、蓄电池、电瓶
线、起动机、发电机等车辆抢修设施及
草垫、三角木、反光锥等防滑警示设
备，确保车辆安全及时运营。

“低温天气对大桥的线网影响特
别大，容易让线网结冰。”武汉公交七
公司供电所员工喻兵从事架线工工作
已有12年，他一边注视着线网情况一
边说：“还好没有下雨下雪，不然寒风
一吹线网就会结冰，一不小心损坏线

网会引发漏电。”仅操作10余分钟，零
下的气温已让膝盖以下没了感觉。1
月22日凌晨4时许，喻兵和班组同事
们才终于完成开班前所有检修及巡查
工作。

寒潮来袭，道路情况复杂，为进一
步消除雨雪天气安全隐患，武汉公交
组织各路线开展“探路”工作。1月22
日凌晨5时许，武汉公交集团七公司
各线路安全员已将探路消息传回各线
路工作群，叮嘱首班驾驶员在特殊路
段应注意的情况。同时，保修分公司
也安排应急突击队和驻站技工按规定
时间到岗，协助驾驶员做好早出车工
作。

受恶劣天气影响，市民出行不
便。在确保公交打开空调“升温”出行
的同时，武汉公交集团二公司线路管
理人员组织志愿者在沿线重要站点开
展志愿服务，确保乘客特别是老年人
与孩童群体上下车安全。

寒潮抵汉

武汉公交多措并举保市民安全出行

湖北日报讯 （记者郭晓明）59
分钟，6比0、6比3，湖北十堰网球名
将郑钦文在1月22日的2024澳网女
单第四轮速胜法国选手奥瑟娜·杜
丁，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澳网女单八
强。这是她继去年美网之后再次闯
入大满贯赛事八强，她也成为李娜、
郑洁、张帅之后第四位至少两进大满
贯八强的中国球员，同时，以21岁的
年龄创下中国金花晋级澳网八强年
龄最小的纪录。

此前在2022年和2023年的澳网
赛季，郑钦文两次出战均止步第二
轮。此番三战澳网，作为12号种子的
她被分在上半区，随着斯瓦泰克第三
轮爆冷出局后，郑钦文成为上半区排
位最高的种子选手。前三轮中，郑钦
文遭遇两场苦战，上一轮与王雅繁上

演了精彩的决胜盘抢十并险胜过关。
郑钦文与杜丁此前三次交手，郑

钦文拿下两胜。此役首盘她仅用时
24分钟便成功“送蛋”，次盘她第四局
率先破发取得3比1领先，最终以6比
3拿下比赛。1/4决赛，郑钦文将与俄
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争夺四强席位。

赛后，郑钦文表示很高兴能打进
八强，谈到取胜的原因，她说在上一
轮赛后采访时与李娜的惊喜见面给
了自己很大的鼓舞，“一是我有了更
多的经验，二是我告诉自己，专注于
当下，不要想太多。李娜上次也给我
建议说，只管去打就好了，不要想太
多，保持简单。”

取得此役的胜利后，郑钦文拿到
430个积分，即时排名升至第11位，仅
差1分就能杀进WTA世界排名前10。

郑钦文首次杀进澳网八强
距世界前十仅差1个积分

近年来，随着我国东部产业转
型升级，化工产业涌现转移热潮，加
速向中西部等地区转移。与此同
时，安全、环保等多方面风险考验也
一并来临，潜伏在项目规划建设到
投产运行的全过程之中。

仙桃作为我省首个“千亿县”，
同时是承接化工产业转移的桥头堡
之一，现有化工生产企业30家，在
建项目11个，规模以上企业22家，
涵盖有机硅、环氧新材料、生物医
药、新能源材料等10多个领域。承
接化工产业如何“化险为夷”？1月
17日，仙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学文做客湖北日报5G演播
室，分享仙桃守护化工产业转移安
全，引导化工行业升级提质、高效发
展的经验。

逢进必评、逢转必升、逢建必审

5个企业项目被拒之门外

“仙桃市有2个化工园区，安全
风险等级均达到‘C’级，其中，新材
料产业园被列为第一批‘D’级创建
单位，有望不久实现达标升级。”王
学文介绍，近年来，仙桃市化工产业
精准招商效果明显，先后引进了鼎
龙、京科、中誉等安全风险低、科技
含量高、市场效益好的项目，不少项
目将在今年密集投产。

良好的招商引资势头，既是经
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安全生产的压
力。“引进化工产业企业，既不能‘低
端徘徊’粗放发展，更不能因噎废食
搞‘一刀切’。”王学文说，仙桃市对
入园项目安全条件实行“逢进必
评”，近两年，该市先后组织入园评

估20批次，评估项目40多个，其中
5个落后产能和高风险项目被拒之
门外。

转移产能中涉及重点监管化工
工艺的，仙桃市应急管理局设定了
新落户门槛——全流程自动化，对
转移产能“逢转必升”。目前，该市
转移入园的7家企业的13套生产装
置，全部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控
制。同时，对园区外13家化工企业
实施关改搬转，主动淘汰落后产能
和工艺。

对新改扩项目“逢建必审”。
仙桃要求新改扩项目高标准设计、
高起点规划，上足全生命周期安全
管理设施，从项目可研、安全条件
审查、试生产和竣工验收等各环节
严格审查把关，重点防范工艺安
全、设备设施安全可靠性不强等先
天性“病根”和缺陷；引导支持企业
实施“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和新
技术新方法应用的改造提升，8家
企业完成了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
建设，1家企业正在实施管式反应
器的改造。

园区、企业“双保险”

将安全隐患一“网”打尽

眼下，仙桃市高新区新材料产
业园内，鼎龙（仙桃）半导体产业园
加足马力生产。鼎龙公司中控室
内，工作人员紧盯监控屏幕，各生产
环节全自动化运行，有条不紊。该
公司拥有全国第一家、全球第二家
千吨级半导体显示光刻胶PSPI产
线，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近30亿元。

化工园区安全系数决定化工产

业发展质量，园区实施“互联网+安
全监管+应急管理”，企业实施“工业
互联网+安全生产”，“双重保险”帮
助仙桃将化工园区安全隐患一“网”
打尽。

“仙桃市财政投入1.5亿元，完
成了应急救援中心、安全风险智能
化管控平台、危化品专用停车场等
基础建设，完善了园区道路、公用管
廊、变电站等配套设施，全面提升安
全水平，增强园区有序发展的承载
力。”王学文说。

通过“互联网+安全监管+应急
管理”模式，仙桃加快推进园区和企
业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的建设
应用，实现全市化工企业的审查审
批、重要工艺参数、重要场所线上监
管全覆盖，强化监测预警，分级精准
管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
之前。

为进一步做好化工园区安全
生产保障，仙桃全面提升危险化
学品应急救援能力，整合市应急
救援中心、园区消防站、重点企
业、退伍转业军人等应急救援力
量，有针对性组织开展应急处置
训练和演练。

“目前，全市登记建档专业救援
队伍3支、社会应急力量12支，初步
形成了以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
力军、以专业救援力量为协同、以社
会力量为辅助的应急力量体系。”王
学文介绍。

“屏”“网”“图”联动

提升应急指挥效能

“仙桃曾经经历两次较大事故的

惨痛教训，化工产业险些遭受灭顶之
灾。近年来，我们痛定思痛，知耻后
勇，扎实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提
升安全防范和应急指挥效能。”王学
文说。

在人员编制调整上，该市任命
1名正科级安委办专职副主任，负
责安委办日常工作。统一将各镇
办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更名为应急
管理办公室，并明确要求配备3名
专（兼）职人员，负责属地安全生产
和应急管理统筹协调工作。统一
在各镇办成立了消防救援所，各镇
消防救援队伍均已达 15 人至 20
人。

在提升应急指挥效能方面，仙
桃构建应急指挥“一张屏”、应急通
信“一张网”、应急准备“一张图”的
联动指挥体系。通过接入天网、雪
亮工程、建筑工地、重点企业监控等
6975个视频点位，融入风险普查数
据，实现数据共融共享、系统互联互
通、视频实时传输，确保应急指挥

“看得见、喊得应”；搭建移动指挥、
卫星通信、无线通信、视频调度四大
应急通信平台，形成“天空地”一体
化应急通信平台，确保全天候应急
指挥；实现了全市预案、队伍、物资
一图标绘、一图上屏，为应急指挥提
供决策辅助。

此外，仙桃应急还与气象、生
态环境、住建、消防等部门建立了
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工作机
制，健全市、镇、村（社区）三级应急
通信体系和全市733个村居的应急
通信台账。2023年共发布强降雨、
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预警108次，
转移受灾群众1080人。

严格管入口 改革强效能
——仙桃答好化工产业转移安全必答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童晨曦 通讯员 周怡 鲁志详

1 月 17 日，
仙桃市应急管理
局党委书记、局
长王学文做客湖
北日报 5G 演播
室，参加“守荆楚
安宁 护万家灯
火”访谈。（湖北
日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先宏、通讯
员周硕、黄敏）1月20日，首部长江生
态主题新国风动画电影《江豚·风时
舞》在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首映，
同时在全国各大院线正式上线。

《江豚·风时舞》聚焦江豚生存困
境，以民间传说“江豚拜风”为灵感，讲
述江豚仙子与人类男孩共同拯救江豚
一族的故事。以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及

地域文化发展为主线，采用特色唐代岩
彩画风格，多角度呈现从长江岸线到鄱
阳湖水域的知名地标场景，以长江精灵
江豚的视角，揭秘鄱阳湖水龙卷的传说
故事。电影中的奇幻设定，通过动画呈
现在大银幕，带领观众感受江豚逐浪的
可爱灵动，体验东方神话的瑰丽动人，
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长江江豚是长江的旗舰物种，也是

长江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过
去几十年里，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栖息地
缩小、生态环境退化等原因，江豚种群
数量快速衰减，一度难觅踪迹。近年
来，随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长江江豚数量止跌回升，由2017年的
1012头上升到2022年的1249头。

《江豚·风时舞》首映活动，由武汉
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湖北省长江生态保

护基金会共同主办。武汉白鱀豚保护
基金会是我国第一个以一种濒危水生
动物命名的公募基金会，自1996年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动员全社会力量，
参与和支持中国水生生物和鲸豚保
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殷战表示，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存，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主
题，《江豚·风时舞》的上映，将动员更多
的人参与到长江江豚的保护中。

首部江豚电影《风时舞》武汉首映

守荆楚安宁 护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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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通讯员
欧杰、王冲）曾国考古以出土大量的
青铜重器闻名，1月15日记者获悉，
京山苏家垄曾国遗址考古发掘新发
现一批早期铁器，时代早在春秋晚期
至战国早期。该发现在曾国考古中
罕见，为认识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铁器
传播、生产和应用及南方冶铁技术提
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苏家垄遗址位于荆门市京山
市，其中罗兴居住、矿冶遗址点主体
面积近75万平方米，年代自春秋延
续至战国早期，与矿冶活动密切相
关，也是首次发现的曾国大规模冶
铜遗存。

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席奇峰介绍，2023年度罗兴
居住、矿冶遗址点考古发掘，新发现
一批铁器，整体锈蚀较严重，可辨器
型有钁、锤、钺、斧、铤等。截至目前
该遗址出土的铁器数量达50件之
多，时代大多早在春秋晚期至战国
早期。通过之前对遗址出土铜铁合
金器、仿铜器器型铁器的研究，考古
队认为，这些铁器中的部分极有可
能是以本地冶铜技术为基础加以改

造就地生产制造的。该发现在曾国
乃至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工作中属罕
见。

据不完全统计，此前公布的考
古材料显示，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
区出土早期铁器最多的是老河口杨
营春秋遗址，共出土42件。此外，
楚都纪南古城、大冶铜绿山这两个
重要的大型遗址，也曾出土过一些
铁器，大部分为战国时期，少量属春
秋时期。苏家垄曾国遗址发现的这
批早期铁器，数量丰富、器型多样，
为认识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铁器传
播、生产和应用及南方冶铁技术提
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据悉，2015年以来，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在苏家垄遗址不间断地
开展考古工作，发现了丰富的遗迹、
遗物。2023年度发掘区距离2020
年至2022年发掘的制陶作坊区有一
定距离，仍发现东周时期陶窑。该陶
窑结构完整，时代清晰，具有较高的
文物保护和展示价值。此外，往年发
现的炼炉、铜铁合金器、铁器、范等遗
存，也具有重要的矿冶考古学术、研
究价值。

京山苏家垄曾国遗址
发现一批早期铁器

为研究南方冶铁技术提供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