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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战开门
红 市长话经济”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襄
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太晖表示，襄阳以“项
目建设年”和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一天都不耽误”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奋战一
季度“开门红”，助力全年“满堂彩”，推动襄阳
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5项经济指标打响一季度“开门红”

一季度，襄阳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
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
外贸进出口增长9%以上。

“一季度‘开门红’方案明确了7项任务，
细化为25条具体措施。”襄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阮莉莉表示，1月25日，
襄阳同步组织全市月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一季度将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239个、计
划总投资1799.3亿元。

今年，全市招商引资共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187个、总投资1639.7亿元。举办产销对
接、政银企对接活动，银企合作签约57亿元、
产业链授信签约45亿元、政银合作签约229
亿元。开展促消费活动200余场次，投放消
费券3700余万元。春节期间，襄阳市区主要
商贸企业客流量增长20%、消费增长12%。

截至 2 月 25 日，襄阳新增经营主体
24393户、同比增长46.5%，其中新增企业类
经营主体6837户、同比增长124.2%。根据摸
排，预计一季度出口总体平稳、稳中有升。其
中，预计东风股份出口整车5000台，较上年
同期翻番。

新能源汽车产量力争突破15万辆

去年，东风纳米年产12万辆新能源乘用
车整车项目量产，襄阳新能源乘用车整车制
造实现历史性突破。

“今年将突破性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襄
阳市政协副主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
记、局长段细柱表示，支持东风纳米等新能源
整车项目达产满产，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突破15万辆，加快形成乘商并举、整零协同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打造全国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新高地。

抢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新赛道。充分发
挥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国牌优势，持续推动
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度应用场景落地，探索制
定行业标准规范，加快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生态，力争2024年全市智能网联汽车和无
人装备产量突破4万辆。

加快传统汽车零部件企业转型。支持东
风在襄企业研发生产绿色化和电动化产品，

引导三环锻造、三环车桥等汽车零部件企业
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力争全市向新能
源汽车领域转型的零部件企业超过50%，骨
干企业的新能源产品占比超过50%。

进一步优化环境，完善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各类基
金支持，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

540万亩冬小麦长势良好

襄阳是农业大市、粮食大市，2023年产粮
94.62亿斤、稳居全省第一。今年，襄阳将加快
打造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
基地，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左右。

襄阳市委农办主任，襄阳市农业农村局

党组书记、局长胡海洋表示，1月以来，面对多
轮寒潮天气，该市早预警、早准备、早防范，排
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2496家、农业设施大棚
6.7万亩；组织255个抗灾工作组、1032名农
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服务，清理沟厢146.8万
亩，加固大棚3482亩；动员农业专家手把手
传授小麦、油菜等作物减灾技术。目前，全市
540万亩冬小麦等在田作物长势良好，为夏粮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确保粮食种
植面积稳定在1188万亩左右。规范化、标准
化、产业化建设高标准农田，在8个县（市、区）
整建制提升小麦单产，打造一批“万亩高产
片、千亩示范方、百亩攻关田”，力争项目县平
均单产增长3%。

全链条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韧性。做强主体建链，加快培育一批大龙头、
好企业；做响品牌提链，不断提升“襄”字号农
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做优流通
活链，加快建设全国性农产品交易储备加工
中心；强化供应链思维，着力建设供销农资农
产品农业供应链。

东津新区新开工项目不少于100个

襄阳东津新区是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
个城市新区，按照“汉江新都会、襄阳新中心”
的定位，8平方公里中心片区建设全面铺开。
今年4月，全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主会场
活动将在东津举行。

东津新区（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王平武表示，今年将从产业发展壮大、
提升城市品质、提升配套水平三方面发力。

加快推进赣锋锂电、康贝尔电子等项目
尽快投产，确保全年新开工项目不少于100
个，完成投资不少于200亿元。聚焦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力
争全年引进投资亿元以上项目120个。

聚焦8平方公里新城中心和南北主轴。

加快襄阳五中附属初中等一批项目建设，打
造区域科教中心；加快推进同济襄阳医院等
项目建设，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引进更多金融
总部企业、中介服务龙头企业，打造区域金融
商务中心；提升华侨城影响力，推进汉江生态
城蓝色星球等项目，打造区域文旅会展中心。

优化完善主次道路，加快东津至庞工等重
要节点和关键路段建设；加快城市配套建设，提
供更多便民、利民的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加快
集社区商业、医疗、文化、养老等于一体的社区
邻里中心建设，让城市更宜居、生活更便利。

“四张牌”让襄阳古城更火爆

有2800年历史的襄阳古城，是襄阳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成功创建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今年春节
假期，古城景区日均接待游客7万人次。

襄城区委副书记、区长李云表示，把襄阳
古城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重点
打好“四张牌”。

挖掘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活”起来。
保护好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古城现有文
保设施，“一馆一主题”建设特色专题博物馆，
展示襄阳深厚的文化魅力。

疏解功能、人口，让古城空间“优”起来。
按照“人口总量只减不增、单位只出不进、建
筑高度只降不升”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外迁力
度，腾出古城保护利用空间和资源。

提升历史风貌，让核心景观连起来。构
建南北中轴线、联通古城墙、打通护城河、建
设观光环线，保护和修复古城历史风貌，彰显
古城城、池、堤一体特色体系。

丰富文旅业态，让旅游产业“火”起来。
按照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加快游客服
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一批兼具烟火
气、文化味、时尚范的古城精品项目，打造两
日游、三日游精美旅游线路。

做强产业、做大城市、做优环境、做多人口——

襄阳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闯 通讯员 尚进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艳华、通讯
员胡丹）我省县域产业丰富，各地资
源禀赋差异大，支持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需要金融活水精准浇灌。近年
来，农行湖北分行以68张“县域发展
图谱”，立体式、全方位服务乡村振
兴，做深做实普惠金融大文章。

安陆粮食、云梦蔬菜、蕲春艾草、
监利渔业……农行湖北分行在省内
率先开展金融助力“强县工程”活动，
组织辖内68家县支行，紧密结合当地
县域特色产业和资源，按照“山、水、
林、田、湖、草、沙、矿、地、房、景、桩、
陵、电、气、特”等16个乡村发展方向，
逐县绘制“县域发展图谱”，“一行一
策”开展全面对接服务，全力支持乡
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农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县域民生保障工程等重点领
域建设，服务地方特色经济发展。

为特色农业产业链提供针对性
更强的金融服务。目前，湖北省有优
质稻米、菜籽油、茶叶、特色淡水产

品、现代种业等十大重点农业产业
链，农行湖北分行逐链组建金融服务
专班，全面支持现代都市农业、农业
产业强镇以及农业产业链发展。聚
焦涉农领域的金种子、银种子、专精
特新（小巨人）等龙头企业，“一企一
策”提供针对性金融支撑。

此外，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乡村重点客群，农
行湖北分行创新推出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美乡村贷”，支持示范村依托
自然景观、特色产业等资源，成功打
造随州广水油榨村乡村合作公司、孝
感云梦十月村乡村度假区等一批金
融支持和美乡村建设示范项目。

截至2024年1月底，农行湖北分
行先后为400余家省级及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融资支持56亿
元；为农作物、畜禽、水产种业阵型企
业以及国家级育制种基地提供融资
支持8.7亿元；乡村产业贷款余额841
亿元，比年初净增169亿元。

农行湖北分行
绘制68张“县域发展图谱”

湖北日报讯（记者林晶、通讯员
陈武、许铮）发现我省含气量最高页岩
气层，查明钨资源量10万余吨。2月
27日从省地质局获悉，2023年找矿成
果突出，清洁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
金属矿产三类矿产资源成果取得较大
增长，超额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清洁能源矿产方面，恩施市七里坪
鄂恩页2井钻获良好页岩气显示，优质
页岩总厚度近40米，为我省目前发现的
含气量最高的含气层，具备建设大型页
岩气田资源潜力。地热资源方面，仙桃、
来凤、保康等地均发现地热资源，目前，
全省实现了14个市州地热资源全覆盖。

金属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鄂东南
铜铁金老资源基地，其中，大冶龙角山
矿区取得历史性突破，在矿区及周边
累计查明钨资源量达10万余吨，有望
提交特大型钨矿一处，改变湖北省缺
钨的资源格局，推动湖北省向富钨省
份转变。在贺家铺、石担山、凤头等
地，省地质局发现多个金矿体，有望提
交一批金矿床。咸宁金银山矿区推断

锂矿石资源量220万吨、氧化锂5500
吨、有望提交中大型规模锂矿床一处。

非金属矿产资源方面，鄂东南可
提交全国最大石灰岩矿产地一处和两
个大型硅灰石矿。宜昌萤石资源和荆
州岩盐资源为代表的一批调查勘查项
目取得了较好发现。

据介绍，从面上看，我省磷矿资源
已延伸至大洪山南缘，预测磷矿石潜
在资源量1200万吨以上，可提交一处
大型资源基地。页岩气公益性资源调
查则拓展至新区新层系，前景可观。
锂矿资源展现出良好前景，在鄂西南
地区发现新型的黏土型锂矿，潜在矿
产资源超过100万吨。

2023年以来，省地质局成立了局
找矿突破攻坚指挥部，组织相关地勘
单位，开展联合攻关行动。此外，该局
还建立央地协同、区域联动找矿合作
机制，目前已与相邻省市及中部六省
区域合作实现全覆盖，为推动找矿突
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24年，该局力
争完成找矿目标同比20%的增幅。

找矿取得多项突破

省地质局“寻气找钨”亮点频出

奋战开门红 市长话经济湖北发布·

荆门是我省工业重镇，化工企业
众多，安全生产风险大。近年来，为加
强安全风险防范，荆门市通过“岗前三
分钟”视频警示教育，岗位设置“风险
明白卡”，持续开展“百日双扫”行动等
方式，督促该市所有危化品企业将安
全生产摆在第一位。

“岗前三分钟”敲响全市危
化品企业警钟

“该公司原油罐区输油管道在加
注原油硫化氢脱氢剂作业过程中发
生爆炸，造成原油大量泄漏，并引起
火灾，直接经济损失2.23亿元……”

1月29日，荆门盈德气体有限公
司车间内，8名员工交接班前开展“岗
前三分钟”安全教育，集中观看了这部
发生在外地的安全警示教育视频。“这
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安全风险，都是
血的教训，必须时刻警醒。”看完视频，
该公司总经理李宏深有感触。

从2022年 10月起，荆门市聚焦
动火作业、有限空间等29项最不托底
的环节，从全国血淋淋的事故教训中
精选3分钟警示教育视频682个，在各
行各业推广，要求每天交接班时全员
必看、现场点名，把“岗前三分钟”警示
教育打造成企业安全管理的铁律。同
时，作为全市应急部门必查、必检、必
督、必罚的重要内容。

荆门盈德气体有限公司位于荆门
化工循环产业园，是该市打造千亿级
化工产业的“造血核心”。园区内聚集
了大量化工企业，需要以氧气、氮气、
一氧化碳和合成气等为原料进行生
产，荆门盈德集中建设的大型气体岛
能为入园企业集中供应质优、价廉、稳
定、充足的工业原料气体。该公司根
据自身的风险特点，专门收集各类危
化品引发自燃、火灾的警示内容供员
工在“岗前三分钟”收看学习。

“‘岗前三分钟’警示教育视频既
有事故典型案例视频，还有安全生产
责任清单内容。将企业容易犯错的事

故案例定期播放，明显感觉公司员工
安全生产这根弦绷紧了。”李宏说。

荆门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岗前三分钟”安全警示教育开展
以来，警示效果得到该市广大企业和
员工的普遍认可。目前，该做法在该
市全域实行，盈德气体、洋丰中磷、固
润科技等危化品企业还将“岗前三分
钟”警示教育作为一项制度严格落实。

“风险明白卡”“百日双扫”
倒逼安全生产人人关注

位于荆门的湖北航特装备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是我国轻量化铝合金底盘
行业龙头，产品供应凯迪拉克、比亚
迪、蔚来等知名车企。该公司生产车
间内，铸造、后处理、X光探伤、热处理
等环节岗位，都张贴着简明扼要、提醒
全面的“风险明白卡”。

“公司制作的‘风险明白卡’悬挂
地方醒目，内容员工们都能看得明白，
在防范风险方面起了大作用。”湖北航
特相关负责人说。

2023年起，荆门市全面推行企业
岗位“风险明白卡”，结合流域综合治
理负面清单，梳理各行业领域问题风
险和隐患，把每个企业的危险工艺、风
险环节标注出来，张贴在最显眼的地
方；将危化领域从业人员“四知卡”推
向各个行业。目前，各领域、各企业已
公布“明白卡”2.7万张，员工“四知卡”
近10万份。

企业生产环节风险不仅要时刻提
醒，更需要把排查落到实处。荆门坚
持开展“百日双扫”，即365日扫风险
点、扫隐患整改点。针对危化、工贸、
矿山等风险点，出台双扫清单；要求市
县两级应急管理局每周派出半数干
部，以“四不两直”形式拉网式排查；每
周印发“双扫”通报，通报给市“四大
家”、市直部门和县市区包联企业领
导，以双扫通报这个“小球”转动人人
关注安全生产这个“大球”。

今年1月，荆门市“两会”期间，该

市应急管理系统全员下沉一线，以“四
不两直”方式调研督导危化品、烟花爆
竹、矿山、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百日双扫”行动，并督查“岗
前三分钟”警示教育、“风险明白卡”等
落实情况，确保安全措施落实落地。

目前，该市共排查各类重大隐患
1103处，已全部整改到位。对存在重
大隐患企业均下达行政执法文书，解
决扫后结果运用。

拿出真金白银夯实基层应
急基础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应
急体系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基层应
急能力薄弱，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自救
互救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为做
实基层应急基础，荆门推广东宝区的
全省改革试点经验，全市49个乡镇全
部挂牌成立应急站，由乡镇党委直接
管理，采取划拨事业编制等方式落实
260名专职人员，购置79辆消防车。

“乡镇一线应急管理和消防管理
工作力量得到充实，由此，构建起专兼
职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实现工作‘重心
下移’。”荆门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

荆门市应急管理局坚持月度指导
应急站开展拉练并举办5期新进人员
培训班，推动各地追加建设经费420万
元。按照“三个一”标准（赠送一辆应急
车、打造一个应急点、配备一批应急设
备）打造15个城市社区应急站点。举
办社区应急培训班，组织中心城区75
名社区书记每月开展一次应急培训，讲
解事故案例，教授风险处理办法。

“感谢你们的帮助，从根本上解
决了长期困扰我们公司开采的‘心
病’。”近日，荆门交旅马鞍建材有限
公司主要负责人面对前来指导的专
家感激地说。这是东宝区应急管理
局携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宝分
局前往该公司“点对点”帮扶指导、纾
困解难的场景。

荆门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每年拿出真金白银200万元，
聘请省级以上专家开展“双扫”，创新实
施隐患“保留反馈”，对专家查出的隐患
保留一定数量反馈企业，督促企业自主
排查，不全部排查到位不能销号。

2023年以来，荆门邀请专家共检
查各类市场主体1531家，发现一般风
险隐患4386处，重大隐患47处，已保
留隐患190处，倒逼企业自查问题隐
患5175处。

岗前教育、岗中提示、“双扫”督促

荆门企业警钟长鸣护安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童晨曦 通讯员 周怡 尹清杉

守荆楚安宁 护万家灯火

2月18日，湖北贽丰机器人技术公司（襄阳）AI+机器人柔性喷涂系统在工作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悦 摄）

2023年6月6日，荆门市应急管理局配合应急管理部专家组对湖北
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工作。（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