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源、通
讯员王赛、管宇）从湖北机场集
团获悉，1月26日春运首日，武
汉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8.9
万人次，运输起降航班674架
次，分别比2023年春运同期增
长107.8%和 65.3%，旅客吞吐
量及航班量均创春运首日历史
新高，航班量突破历史单日最高
架次。

2024年春运从1月26日至
3月5日，共计40天。其间，武
汉天河机场计划起降航班超2.7
万架次，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超
350万人次，分别比2023年春
运增长 33.6%和 40.5%。日均
客运航班量将超660架次。

根据预测，今年春运客流峰
值将出现在除夕前三日以及正
月初六到初七。最高单日航班
量将超过700架次，单日最高客

流预计将超过9.5万人次。春
运航班总量、春运客流总量、单
日航班量、单日旅客量等多项数
据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为抢抓“春运旺季”广大旅
客旅行、探亲、返乡的热潮，武汉
天河机场加大航线开发力度，协
调航空公司安排大幅加班，并进
一步提高航班执行率。

同时，加大武汉至广州、上
海、深圳、成都、青岛、温州等返
乡探亲线，以及海口、三亚、昆明
等避寒度假线，哈尔滨、沈阳等
东北冰雪线的运力投放，预计加
班达2000架次，超历史春运加
班新高。

另外，天河机场还将陆续恢
复和加密至曼谷、沙巴、胡志明市、
吉隆坡、普吉岛等国际及地区航
线，新开长白山航线，满足广大旅
客的春运多样化出行需求。

春运首日天河机场
航班量创历史新高

摊位前统一张贴营业执照和价格
公示牌；市场内设蔬果农残快检室，电
子大屏滚动显示当日抽检信息；各商户
台面整齐有序、过道宽敞干净……

农贸市场，是最接地气的民生消费
场所，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
窗口”。在湖北，一批农贸市场正在悄
悄地发生变化：环境由“脏乱差”变成

“齐净美”，智慧服务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也更上一层楼。

颜值焕新，买菜不再捂鼻

“提升后的环境变好了，功能也多
了，买菜时心情都好多了。”武汉市汉阳
区市井荟太山市场焕新亮相，市场内商
铺合理布局、菜品摆放整齐，前来采买
的市民络绎不绝。

改造前，太山市场岛台、卫生设施
老旧；改造后，不仅基础设施全部更新，
还引入了快剪等便民服务业态和智慧
农贸管理系统，菜市场面貌一新，市民
买菜不再捂鼻，生活也更加方便。

改什么、怎么改，还得群众说了算。
“我卖鱼的水产池挡水板不能太高，不方
便进货”“卖肉的位置尽量宽一点，要地

方放冰箱”……宜昌市西陵区民主路幸
福市场引导75家商户推选出7名代表

“业主监理”参与改造过程，共修改施工
细节40余处，让农贸市场改到实处。

农贸市场还承担着部分邻里休闲
社交、生活服务等功能。改造后的示范
型农贸市场，不仅颜值提升，经营业态
也日益丰富，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享受
更便捷、完善的服务。蕲春乡里乡亲农
贸市场引入小修小补、理发店、手机店等
多种业态，实现“东市买菜、西市购物”；
襄阳市樊城区立业生鲜荟引入创业园
区、品牌餐饮，将户外闲置空地打造成
小吃市集，成为当地网红打卡地；十堰
市竹山县大街农贸市场在周边设置少儿
培训和托育场所，解决商户后顾之忧。

智慧“入驻”，消费更加安心

在荆州市沙市区北湖数智农贸市
场，消费者扫码获取商户进货来源、农产
品溯源信息，商户显示屏上其营业执照、
健康证等证照一目了然，大数据公示屏
上农残检测、价格指数实时滚动，不合格
的菜品可通过电子秤追查到是来自哪个
摊位、哪个仓库、哪个进货渠道……市场

管理方通过云服务和智慧农贸管理平
台，可实时分析销量、人流、食品安全等
数据，对供货、物价、销售、检测等环节实
现更精准的管理。

附近居民时常感叹该市场的智慧化
提升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买菜前看一下大
屏，菜价、摊位心里都有数了，省时又省力。

为提升买菜体验和管理水平，农贸
市场改造并不仅限于“颜值”，还包括

“内涵”。网络互联全覆盖、亮照公示、
溯源追踪、扫码支付等，信息可控、源头
可查、去向可追的智慧化系统，让一些
农贸市场变得越来越“聪明”，市民的

“菜篮子”也拎得更放心。
黄石怡城农贸市场与农产品帮扶

电商基地相结合，提供团购自提和快
送1小时到家服务；黄冈市蕲春县蕲春
乡里乡亲农贸市场引入“智慧农贸市
场+线上小程序”，可实现线上线下同
体验、同交易、同结算；孝感市在菜市场
改造提升时同步建设智慧监管平台，并
接入孝感“城市大脑”，整合公示、监管、
检测、支付、溯源等功能，实时展示商铺
分布、商品追溯、市场客流、价格数据、
交易记录等信息，提升菜市场的管理、
服务水平。

管理升级，改造效果更持久

摊位多、经营者众，想法各不相同；
商品标准不统一，消费者难辨优劣。一
直以来，农贸市场的运营管理很棘手。

省商务厅流通处负责人介绍，农贸
市场改造升级并不是简单的设施升级
问题，更要在经营管理上提升认知，舍
弃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和过时的运营管
理经验，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环境。

一些农贸市场积极探索长效经营
管理模式，力求改造升级效果管长远。

宜昌市当阳市南正街农贸市场建
立红黑榜制度，每月表彰和奖励表现优
秀的商户，处罚和曝光存在违规行为的
商户，同时设置市场投诉箱，积极采纳
消费者、商户的意见建议，日均人流量
由改造前的4000人增长至1.2万人。
黄石市黄石港区百大鲜生农贸市场创
新实施“会员制”经营模式，顾客一卡全
场通用，付款后电子小票自动推送至消
费者微信并且积分，提升顾客黏性，同
时消费数据的归集便于调整货品和优
化运营策略。

沿街摆摊一直是菜市场管理面临
的“老大难”问题。荆门市东宝区苏畈
桥农贸市场在蔬菜水果经营区划出44
个流动摊位，免费为沿街摆摊的农户提
供规范销售空间，引导他们进市场“安
家”；增设特色摊位，批量采购仙居麦
酱、栗溪熏肉、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产
品，并聘请社区低保户售卖，利润用于
支付其工资，帮助社区低保户就业。

改造后环境变得“齐净美”

农贸市场：要“面子”更要“里子”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朝霞 通讯员 沈商轩

行政村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

新年伊始，鄂州花湖机场转运中心更
忙了，除了在自动分拣机上“飞驰”的快递
包裹，国际货运站飞行区配套工程等硬件
设施也在加紧施工，工人们干劲十足，奋
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据湖北顺丰介绍，2024年1月21日，
鄂州花湖机场开通往返莫斯科全货运航
线，系该机场首条东欧国际货运航线。至
此，鄂州花湖机场开通国际国内货运航线
超50条，顺丰航空公司也全面完成货运
航线转场工作，高峰期每小时可处理快递
包裹28万件。

2023年，我省快递行业基础设施建
设成效显著。中通快递华中（武汉）总部
基地、湖北极兔武汉转运中心、申通（孝
感）智慧物流电商产业园等项目建成投
产，圆通湖北总部暨智慧供应链科创园、
顺丰华中区数智供应链产业基地项目落
户湖北。另外，我省2023年国际及港澳

台邮件快递业务量增速超28%，全省中
欧班列运邮共发运26柜、累计发运邮件
194吨，同比增加52%，湖北“双循环”重
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我省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全面建成。据省邮政管理局介
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县级公共配送
中心105个、乡镇服务站点3475个，已设
置村级快递服务网点且能正常运营的行
政村达20744个，实现全省行政村100%
覆盖；推动“邮快合作”和农村“客货邮”融
合发展，新增交邮联运邮路60条，农村段
道汽车化率达7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成功创建7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
示范区、7个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进一
步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在服务制造业方面，我省大力推动快
递服务进园区、入厂区，发展仓配一体和
供应链管理等业务，其中武汉京东服务
TCL项目入选全国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发展典型项目、荆州市沙市区入选全
国快递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先行区。

在行业改革创新上，全省快递末端网
点视频监控联网覆盖率超八成，邮政干线
车辆实现单北斗系统设备安装全覆盖；电
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6%，完成
可循环快递包装的邮件快件4500万件，回
收复用质量完好的瓦楞纸箱5300万个。

今年春节快递服务不打烊

2024年春节临近，年货寄递进入高
峰期。省邮政管理局预测：元月至春节，
我省快递收投业务量预计将超10亿件，
同比增长28%。在春节期间（2月8日至
2月13日），我省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网点
也正常营业。

元旦前，湖北申通就官宣“春节不打
烊”服务策略，转运中心、运输车辆、服务
网点常态运营，客服等支撑体系24小时
在线，继续为商家、用户提供不间断快递
服务。

湖北中通将有3000余人在岗从事快
递揽派工作，全力保障年货寄递及春节期

间基本寄递需求，并将对春节期间在岗人
员给予补贴激励、做好生活保障。

湖北顺丰将对春节坚守一线的快递
员开展慰问关怀活动、发放春节年货礼
包，对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返乡返岗交通
补贴。

据省邮政管理局介绍，2023年，该局
会同工会、共青团等多部门持续开展关爱
快递员“暖蜂行动”，为从业人员赠送4万
份快递员意外伤害保险；组织快递员免费
体检、义诊1万余人次，购买失业保险、商
业险8万余人次；为快递员提供法律和心
理咨询服务2.8万余人次；推动基层快递
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目前参保率达
94.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24年，在做好春节寄递“畅通旺
季、安全旺季、暖心旺季”基础上，省邮政
管理局将以推进“快递进村”“快递进厂”

“快递出海”工程为抓手，推动无人机、无
人车、无人仓等智能化场景应用及绿色治
理，加快“暖蜂驿站”建设，让湖北快递业
运营环境更好、服务质量更优。

2023年快递业务量增长17.32%

我省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全面建成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天纵 通讯员 乔杨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洋、通
讯员李倩、袁超）“6根电杆，位
置与图纸一致；高度均达到18
米，符合要求……”1月22日中
午，地面积雪刚刚融化，国网咸
宁赤壁市供电公司运检部负责
人朱彬来到赤壁中伙工业园，检
查湖北金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千伏电力接入工程。这是我
省电力接入工程费用分担机制
出台以来，首个享受政策红利的
工业项目。

电力接入工程，一般是指从
用户受电点连接至公共电网发
生的入网工程建设。这其中的
难易程度、时间长短、成本高低、
电能质量等，直接影响“获得电
力”指标水平。2023年 12月，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出台
电力接入工程费用分担机制实
施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储备土
地项目实施电力接入工程费用
分担，通过提前布局，变“项目等
电”为“电等项目”，同时打破部
分费用由企业承担的惯例，用真
金白银为企业减负。

“以前我们建厂接电报装要
安排专人在各部门间来回跑，这

次坐在家里就办妥了，省时又省
心，还不用自己花钱。”湖北金栋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
山赞不绝口。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喇
叭，不久前落户赤壁高新区，将
建一栋办公楼和4个车间，预
计今年夏天投产，用电负荷
400千瓦。如今，土建即将开
工，用电迫在眉睫。厂房院墙
距离最近的10千伏供电接入
点有350米，根据测算，电力接
入工程费用共计9万元。根据
分担机制，赤壁高新区承担5.5
万元，供电公司承担3.5万元。
1月9日，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
接到金栋科技用电报装需求，
当天进场勘查并给出供电方
案。15日，国网赤壁市供电公
司拿到设计方案，随即组织施
工，浇筑立杆，架设线路，19日
完工送电。

“原来用户到我们这里报
装，电力接入工程要走很多程
序，至少需要一个月。现在交给
我们，一个星期落地完工，就可
以通电了。”国网赤壁市供电公
司副总经理商冲说。

变“项目等电”为“电等项目”

电力接入工程
费用分担机制咸宁落地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丽琼、
通讯员张晶）1月27日，长江产
业集团发布 2022—2023 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全面展示改革重
组以来的工作成效和践行社会
责任的生动实践。

2022年1月25日，长江产
业集团作为第二批新组建的湖
北省属国企正式成立。《长江产
业集团 2022—2023 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重点围绕治理责
任、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员工
责任、公共责任等五个方面，梳
理该集团改革重组“成绩单”。
两年间，长江产业集团积极履
行“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运营主体”和“省级产业投资基
金投资管理主体”职责，新设光
电子、生命健康、汽车与智能制
造、北斗4大产业投资平台，构
建要素支撑生态链；构筑“2+
3+5+N”国资基金“赋能矩阵”，
分类打造母基金管理和子基金
管理平台，推动基金赋能“遍地
开花”。

在组织建设上，长江产业集
团注重强化党建引领、激发工会
活力带动高质量发展。继去年
9月发布“旭满长江”党建品牌
后，今年再次发布工会品牌以及

“126”工会品牌体系。其中，
“1”寓意“情满长江”总品牌，
“2”寓意“长江产业‘状元360’”
“长江产业‘暖心365’”两个子
品牌，“6”代表创新开展“凝心
聚力”“岗位成才”“创新创造”

“民主和谐”“暖心关爱”“活力提
升”六大工程。

据了解，长江产业集团已获
批全省唯一省级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7家企业入选国家“双百”

“科改”企业，排名居全国省属企
业第二。该集团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加大企业主体培育，增强改革创
新力度，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建
设和人才强企战略，全力建设

“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
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
国企。

长江产业集团

发布2022—2023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
通讯员李尚菲）1月25日，位于
十堰市郧阳区的武当实验室新
能源产业链项目开工。该项目
将建设新能源材料、储能系统、
光储充换、新能源轻量化、新型
光热能源、新能源装备等11个
子项目，为十堰市新能源汽车配
套产业提供有力技术支撑。项
目分两期实施，投产达效后，可
实现年产值300亿元、带动就业

2500人。
当天，十堰市举行2024年

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该市一季度集中开工项目
554 个、总投资 1664.8 亿元。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40个，投
资占比达 77.6%，产业类项目
占比63.6%。这些项目不仅涵
盖重点产业，还包括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多个方
面。

十堰武当实验室
新能源产业链项目开工

1月25日，武汉市民争相采购本
地特色年货，黄陂三鲜、新农牛肉等
菜品最受青睐。近日，2024湖北（武
汉）农产品新春购物节暨“江城百臻”
年货节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
自省内外的 500 多家企业带来 2000
多种名特优农副产品，武汉本地特色
年货扬子江食品、洪山菜薹、新农牛
肉、汪集鸡汤、黄陂三鲜等众多知名
品牌云集，让市民边逛、边吃、边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江城本地特产
火爆年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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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10

“小包裹”畅通经济“大动脉”。1月25日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

2023年，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7.69亿件，同比增长17.32%，预

计2024年湖北快递业将继续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业务量有望保持

约12%的速度增长，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湖北日报讯（记者李朝霞、通讯员
沈商轩）1月 28日从省商务厅获悉，
2023年全省30家农贸市场（菜市场）
完成升级改造，改造面积10.8万平方
米，其中达标型14家、示范型16家。

经过改造，14家规范型及以下的
农贸市场升级为达标型，管理制度、硬
件条件、环境卫生、经营秩序、便民设
施、行市布局等方面明显改善；16家
提档升级为示范型农贸市场，为群众
提供更加便捷、完善的家门口生活服

务。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是2023年十大

民生项目的延伸项目。2023年，我省
印发指导意见和建设标准指引，确定3
年共改造176家，并明确“规范型、达标
型、示范型”的“三型”改造路径。其中，
2023年任务共30家。

去年以来，各市州主动作为、各部
门协同合作，推动改造升级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

建立齐抓共管的推进机制。省文

明办在指导各地创文过程中，将农贸市
场作为必检场所开展考评，极大调动了
地方改造积极性；省商务厅成立工作专
班，统筹推进调查研究和顶层设计；省
市场监管局指导各地加强农贸市场证
照、物价、计量、食品安全等工作，维护
经营秩序。

健全农贸市场治理体系。襄阳市
樊城区立业生鲜荟市场每天组织管理
人员、志愿服务者不间断巡查；当阳市
南正街市场建立红黑榜制度，每月表彰

奖励表现优秀的商户，处罚和曝光存在
违规行为的商户。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
改造升级90家农贸市场，鼓励加入家
电等维修养护服务和配钥修锁、干洗缝
补、快剪等生活服务，因地制宜发展适
老休闲、平价餐厅等多元业态，引导商
户发展线上新模式，以农贸市场为重要
载体，通过升级改造，打造一批业态丰
富、便民功能齐全的邻里中心，不断完
善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2023年全省30家农贸市场完成改造升级

菜市场焕新亮相 家门口生活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