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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刘天纵、
通讯员陈志强）2月20日从湖北
省数据局获悉，为加快推动国家
数据局《“数据要素X”三年行动
计划（2024―2026年）》落实落
地，该局启动征集全省“数据要素
X”典型案例相关工作，旨在充分
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促
进经验分享和交流合作。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
性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正快速
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
会服务等各环节，已成为推动创
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通过总结推广典型案例成功经
验，有利于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
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模式，推动数
据要素高水平应用。

该局将重点聚焦《行动计划》
明确的12个行业领域收集典型
案例，涉及工业制造、现代农业、
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
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
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

绿色低碳等。参与申报的案例应
已实施完成，具有实际的业务应
用场景，具备一定先进性、创新
性、规模性和示范性，尤其是在培
育新模式、新业态，形成企业新的
业务板块、增长点和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后
期，该局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案例
评审，筛选形成案例集供有关方
面学习借鉴。

省数据局局长周森锋表示，
该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奋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大会精
神，围绕“以信息化赋能推进四化
同步发展”的工作要求，找准着力
点、突破口，聚力争取全国试点、
国家标准、行业政策，构建数据事
业改革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以纵
深推进“数化湖北”建设为载体，
加快全省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广泛拓展典型数字应用场
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
践汇聚资源要素、集聚发展势能。

省数据局征集
“数据要素X”典型案例
重点聚焦工业制造等12个行业创新应用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天纵、通讯员
乔杨）2月21日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今
年春节长假期间（2月10日至17日），全
省邮政快递业总体运行安全平稳、寄递

渠道畅通有序，共处理快递包裹7163万
件，日均处理量与2023年春节假期同比
增长40%，牛羊肉、海鲜、水果等生鲜产
品寄递量增幅较大。

“农副特产和节庆用品寄递需求旺
盛，反映了我省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
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障
春节期间的服务能力，我省快递企业克

服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影响，加大投入、
调配运力、增派人员，快递小哥坚守岗
位、传递年味，确保春节不打烊、快递不
减速、运力有保障。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我省快递企
业分拨中心、网点全面开工，迎战返工
返学带来的业务高峰。据省邮政管理
局预测：2024年湖北快递业将继续保
持稳步上升态势，快递业务量有望增
长约12%。

春节期间，我省快递日处理量同比增长40%
牛羊肉、海鲜、水果等生鲜产品寄递量增幅较大

湖北日报讯（记者成熔兴、
通讯员李丹、产启斗）根据全国地
铁行车规范要求，地铁列车运行
满10年或跑满120万公里，就要
接受最高级别的大修。2月 19
日从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获
悉，2013年12月28日开通的武
汉地铁4号线一期15列列车正
陆续进入大修期，今年内将集中
完成10列列车大修，创下武汉地
铁自主大修的数量之最。

2月19日上午，武汉地铁4
号线青山车辆段联合检修库内，
4号线的3列大修列车依次排在
偌大的检修库内，40余名专业检
修人员正忙碌穿梭在不同作业区
域，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检修作
业。专业工程师、检修调度员对
照检修清单进行一一复核，以确
保百余个项目、数万个部件的检
修质量。“这是一列车的大修记录
报表和检修部件实验报告，共有
千余页，整列车的数万个零部件
的检修过程可以追溯到检修负责
人、检修时间及质检人员，均做到
质量可控，检修有据。”4号线检
修车间副主任陈云拿出厚厚一本

列车大修检修资料说道。
据悉，3 列大修列车中，

“D14”列车进度最快，现已完成
所有零部件的检修，进入组装环
节，计划于3月中旬完成动态测
试；“D15”列车已经完成分解，正
对所有部件进行深度检修和保
养，对达到使用年限的部件进行
换新；“D05”列车正在进行大修
前的车下厢体深度保洁。

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车辆
中心车辆三部经理张洪胜介绍，
为做好4号线列车大修工作，结
合前期1号线、2号线大修经验，
武汉地铁成立了由55名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的大修专班，对列车
各系统或部件进行分解、清洁、检
查、探伤和整修，并通过全面检
测、调试以及试验，以恢复车辆设
计的要求。

据悉，武汉地铁于2015年开
始对1号线一期列车开展自主大
修工作，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南京之后第六个自主完成
地铁列车大修的城市。截至目
前，共完成1、2、4号线大修列车
53列。

武汉地铁4号线列车
创下自主大修数量之最

2月19日，正月初十，年味还未
散去，武汉经开区新能源与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基地，武汉理工氢电科技公
司已是一派忙碌。万级无尘车间内，
自动化生产线不停运转，一片片薄如
报纸的黑色薄膜，来回穿梭、组装、打
包，整装待发。

“这是我们自主开发的第三代燃
料电池膜电极，相比第二代，产品性
能提升了20%，除供应国内市场外，
还出口英国等欧洲市场，供下一代氢
燃料电池研发使用。”武汉理工氢电
总经理田明星介绍。受益于此，企业
迎来“开门红”，今年一季度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2倍多。

膜电极被誉为氢燃料电池的“芯
片”，它是电堆里氢能转化为电能的反
应场所，不仅成本占到电堆的六成以
上，其性能更直接决定了氢燃料电池
的应用表现。长期以来，由于新型膜
电极量产制备技术被美国、日本等相
关企业垄断，我国在这一领域几乎全
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且供货周期长，
成为制约氢燃料电池商业化的难题。

武汉理工氢电打破了这一局
面。自主研发的CCM型膜电极，使
用寿命增至18000小时，贵金属铂
每平方厘米用量却从0.8毫克降至
0.28毫克。2019年，武汉理工氢电
CCM型膜电极产线建成投产，成功
开发国内首批膜电极定制设备，建成
燃料电池膜电极自动化生产线，跻身
全球膜电极供应商前列，产品出口至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居安思危，武汉理工氢电始终坚

持自主创新，不断对产品进行迭代升
级。田明星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正月初九上班第一天，公司30多人
的研发团队全部就位。今年，武汉理
工氢电还将对第三代氢燃料电池膜
电极进行技术攻关，在目前性能提升
20%的基础上，再降低贵金属铂的用
量，力争该产品的材料成本下降
30%左右。“这将大大降低燃料电池
电堆的生产成本，为氢燃料电池汽车
大规模商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除了在燃料电池膜电极领域保
持领跑，近年来，武汉理工氢电还不
断向上游“制”氢领域迈进。自主开

发的PEM电解水制氢膜电极，攻克
绿电制绿氢的关键技术，领先国内同
业。自2021年小批量生产以来，已
向国内多家PEM电解水制氢设备
企业供货，并出口欧洲市场。

去年10月，我国首艘氢能源动
力船“三峡氢舟1号”在宜昌首航成
功。支撑“氢舟”过万重山的制氢站，
其核心部件PEM电解水制氢膜电
极，正是来自武汉理工氢电。

眼下，武汉理工氢电正着手开发
全新一代高电流密度的PEM电解
水制氢膜电极，在原有基础上，将性
能再提升60%以上。“这在全球都是

首次应用，目前样品已经出货，供下
游制氢设备企业研发使用，今年还将
完成产品验证，力争年内实现上市。”
田明星介绍。

在加快研发的同时，武汉理工氢
电也持续拓展市场。今年4月，企业
将赴德国参加汉诺威工业展，成为亮
相该展会的首家湖北氢能企业。

“作为未来清洁燃料之一，布局
氢能已成为全球共识，这为企业发展
带来了机遇。”田明星表示，除欧洲市
场外，今年还将进军中东市场，让来
自武汉的“中国芯”更快融入全球氢
能产业供应链。

武汉理工氢电——

把氢燃料电池“中国芯”销往全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谢慧敏 通讯员 孙亚云

2月20日，京港澳高速军山长江大
桥细雨纷飞，寒气逼人。桥上车流滚
滚，隔离出来的作业区，湖北交投高开
公司京珠片区工程管理部部长罗欢正
在栏杆边摆放融雪剂和锥桶。他告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桥梁最易结冰积
雪，因此提前在桥面间隔20米摆放一袋
非氯环保型融雪剂、两个锥桶，全桥共
摆放近300袋融雪剂、近600个锥桶，供
养护人员就近使用，方便处置紧急情
况。

新一轮雨雪灾害天气来势猛、覆盖
广，时逢春运返程高峰，湖北高速公路抗
冰除雪任务重。作为湖北高速公路“养

护尖兵”的高开公司，全面落实“以雪为
令，随下随铲，雪停路清”的破冰除雪模
式，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护航高速
路。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京
港澳高速是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高开
公司对沿线军山、嘉鱼长江大桥，蔡甸、
仙桃汉江大桥，以及爬坡段、枢纽互通段
16处共60公里关键路段重点盯防。目
前，京珠片区已储备融雪剂4325吨，分
别仓储高速沿线24个应急点位，100多
台撒布机、雪铲、装载机等设备整装待
发。

高开公司是湖北省内公路养护领域

龙头企业，目前在鄂养护施工服务里程
3644公里，负责十堰、襄随、随岳、楚天、
京珠、江汉、鄂东等7大片区。2月 20
日，十堰迎来新年首场雪，高速公路通行
告急！高开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桂
楠赶赴除雪保畅一线，率领“党员突击
队”快速开展了第一轮融雪剂的散布和
除雪，增加融雪剂、撒布机等机料设备，
护航鄂西北高速畅通。

破冰除雪，“人、机、物”是关键。在
武汉本部，高开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王永红统筹指挥、协同保障，24小时不间
断掌握除雪保畅动态信息，天气动态2
小时一提示，人机物料、关键点位信息动

态更新。每公里储备5吨融雪剂，破冰
机、“吹雪王”、多功能吹扫车……高开公
司以科技护航春运路，除雪效率提高数
倍，在数千公里高速打响“冰雪阻击战”。

以科技除雪、科学保畅理念排堵保
畅。如果说，神器是硬核实力，那么科学
管理就是软实力。高开公司编制除雪保
畅技术指南，提出双台编组、梯队作业、
桥梁慢铲的原则，“先超后行、先主后匝、
先南后北、先东后西”的作业顺序应对冻
雨冰雪的策略，力争做到雪不停、机不
停、料不停。同时，科学配置人员、及时
补充融雪剂和设备等，形成10分钟以内
上高速作业圈。

湖北交投“养护尖兵”科技除冰雪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皮艳婷 杨琛

1月排名 县（市区）

1 利川市

2 咸丰县

3 神农架林区

4 鹤峰县

5 竹山县

6 巴东县

7 宣恩县

8 兴山县

9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

10 来凤县

11 罗田县

12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13 竹溪县

14 英山县

15 洪湖市

16 郧西县

16 郧阳区

18 建始县

19 保康县

20 远安县

1月排名 县（市区）

倒1 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倒2 樊城区

倒3 掇刀区

倒4 孝南区

倒5 襄城区

倒6 武昌区

倒6 襄州区

倒8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倒9 宜昌市高新区

倒10 汉阳区

倒11 荆州市经济开发区

倒12 荆州区

倒13 沙市区

倒14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倒15 大冶市

倒16 青山区

倒17 西塞山区

倒18 鄂城区

倒18 东宝区

倒20 东西湖区

2024年1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排名前20位县域名单

2024年1月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排名后20位县域名单2024年1月，全省17个重点城市PM2.5累计浓度均值

为65μg/m3，较去年同期下降22.6%。17个重点城市平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67.7%，较去年同期上升12.5个
百分点。17个重点城市PM10累计浓度均值为88μg/m3，

较去年同期下降29.6%。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2月22日

湖北省2024年1月环境空气质量重要数据通报

2024年1月PM2.5平均浓度情况表
（由高到低）

1 襄阳市 84 -22.9
2 荆州市 83 -29.7
3 孝感市 82 -19.6
4 荆门市 78 -22.0
5 宜昌市 75 -25.0
6 随州市 72 -27.3
7 武汉市 71 -12.3
7 鄂州市 71 -9.0
9 黄石市 68 -6.8
10 黄冈市 67 -13.0
11 咸宁市 64 0
12 天门市 55 -41.5
13 恩施州 53 -19.7
14 仙桃市 52 -46.9
15 潜江市 50 -46.8
16 十堰市 47 -7.8
17 神农架林区 26 -16.1

全 省 65 -22.6

排名 城市 1月浓度（μg/m3） 同比增幅（%）

2024年1月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情况表
（由低到高）

1 荆州市 45.2 16.2
2 武汉市 51.6 -6.5
2 宜昌市 51.6 3.2
2 孝感市 51.6 16.1
5 襄阳市 54.8 12.9
5 随州市 54.8 12.9
7 荆门市 58.1 19.4
8 鄂州市 61.3 3.2
9 黄石市 67.7 6.4
9 黄冈市 67.7 9.6
11 咸宁市 71.0 -6.4
12 天门市 74.2 35.5
13 仙桃市 80.6 32.2
14 十堰市 87.1 6.5
14 恩施州 87.1 12.9
14 潜江市 87.1 35.5
17 神农架林区 100 3.2

全 省 67.7 12.5

排名 城市 1月优良天数比率（%） 同比增加（百分点）

2月19日，在武汉地铁4号线青山车辆段联合检修库内，
工人正对行驶里程达到120万公里的3列列车开展大修作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员 李丹 产启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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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武汉理工氢电科
技有限公司无尘车间，工作人员
在生产膜电极产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

湖北交投高开护航美好出行

新春新春 基层基层走走

▲2月21日，武汉理工氢电科
技有限公司无尘车间，工作人员在
进行膜电极产品外观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