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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通
讯员刘帮）3月11日从国网湖北电
力获悉，该公司已开展保底电网规
划研究，以提高电网防灾应急保障
能力，主动应对城市电网面临的风
险，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要保的“底”，是重要城市的重
要负荷和民生用电需求。当遭遇
严重自然灾害、外力破坏等极端情
况时，保底电网具有更强的抵御能
力，是城市电网防灾抗灾的生命
线。湖北电网处于全国联网的中
心枢纽位置，既承担为全省经济发
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电力保障
的社会责任，又肩负跨省跨区资源
优化配置的重要任务，而省内地
形、气候多变，构建湖北保底电网
意义重大。

国网湖北电力发展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举旨在做好面对极端
灾害的准备，力争城市核心区域和
关键用户不停电、少停电。在规划

研究中，将重点推进武汉都市圈、
襄阳都市圈和宜荆荆都市圈等城
市圈保底电网建设。针对医院、水
厂、电梯以及危险化学品仓库、金
融机构数据中心、精密仪器制造工
厂等，采取比常规电网规划建设更
高的标准进行构建，并加强与当地
抗灾保障电源的协同，提升电网供
电安全保障水平和快速复电能力，
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对社会、经济、
民生的影响。

目前，在省内一些大城市，保底
电网建设已有一定基础，如武汉的
一级重要用户都会采用“双电源”供
电，这是武汉电网开展城市保底电
网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此外，国
网湖北电力还将在规划中优化储
能配置和抗灾保障电源，保证极端
条件下重点区域电网“孤岛”运行
的能力，按照第一时间支援保底用
户的原则，在重要区域合理配置
UPS电源车等应急移动电源。

国网湖北电力加快规划

重点推进三大都市圈
保底电网建设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洋、通讯
员邓丹、龙钰）3月11日，农历二月
初二，民间俗称“龙抬头”，又称春
耕节、农事节，我国越冬甘蓝主产
区之一——嘉鱼县潘家湾镇肖家
洲村摆起“甘蓝宴”，村民们载歌载
舞迎春耕盼丰收。

一大早，舞龙队敲锣打鼓来到
肖家洲环村巡游，所到之处，家家
户户燃放鞭炮，热闹非凡。随后，
村民们纷纷登台展示才艺，舞蹈表
演、乐器演奏……让人目不暇接。

“甘蓝宴”共摆了22张桌，村
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气氛热
烈。记者看到，摆上餐桌的菜肴以
甘蓝为主，有甘蓝沙拉、藕遇甘蓝、
粉丝甘蓝、干锅甘蓝、白灼羽衣甘
蓝等，就连主食也是甘蓝水饺。

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来到活动现场，重点展示
苤蓝、紫甘蓝、皱叶菜、水果甘蓝等

新品种。技术人员表示，将提供技
术指导，助力村民致富增收。

甘蓝俗称包菜、卷心菜，是嘉
鱼县蔬菜种植主打品种之一。上
世纪80年代，该县开始大面积种
植甘蓝等蔬菜，按照“万亩连片、千
亩成块、一镇一色、一村一品”原
则，建成四大蔬菜板块基地，2023
年获授“中国甘蓝之乡”。肖家洲
村甘蓝种植户650户，种植面积
7000多亩，头年11月到次年3月
为当地甘蓝季。为庆祝甘蓝丰收，
村民们自发组织“甘蓝宴”，欢聚一
堂。

近年来，嘉鱼县与中国农科
院、湖北省农科院、武汉市农科院
等科研院所深入合作，累计引进试
种甘蓝新品种2062个，选育筛选
出适合嘉鱼种植的甘蓝品种2个，
其中“思特丹”甘蓝成为长江流域
越冬甘蓝主栽品种。

嘉鱼甘蓝主产区摆起“甘蓝宴”
村民载歌载舞迎春耕盼丰收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爱虎、通讯
员朱荣、孟雨秋）3月11日获悉，省财
政厅坚持重点突破、多点发力、整体推
进，支持长江高水平保护提质增效，
着力推进全省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中
向好。

湖北与湖南省、江西省签订长江
流域鄂湘段、鄂赣段三年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协议（2023-2025年），实现
上下游保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
生态效益共享。加快省内流域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十四五”以来，
共计下达省级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建设奖补资金3亿元，对跨市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成绩突
出和水质改善成效明显的市州政府给
予奖补。截至2023年底，全省17个
市州均已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围绕长江、清江、四湖流域等重
点流域签订跨市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
议11个。

“十四五”以来，我省下达水污
染防治资金47亿元，支持沮漳河尾
水提升、四湖干渠水生态修复、长湖
流域水质净化等 179 个项目实施；
下达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15

亿元，支持推进长江荆江段及洪湖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
项目；下达省级生态环境以奖代补资
金9.7亿元，支持市县落实生态保护
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2023年，湖
北境内一级流域长江、汉江、清江干
流水质持续为优，清江部分河段水质
已达Ⅰ类，长江连续5年全线水质达
到Ⅱ类；全省16个二级流域中12个
片区水质均为优，鄂东南片区、唐白
河片区、黄柏河片区水质均呈好转趋
势。

“十四五”以来，我省争取中央

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8.2 亿元、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资金 30.3 亿元，支
持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筑牢乡村
振兴的生态底色。截至2023年底，
我省纳入国家、省监管清单的 523
条农村黑臭水体已治理完成 337
条，昔日臭水沟变身清水河、景观
带。

省财政厅还会同相关省直部门出
台办法，进一步明确资源与环境领域

“事该怎么做、钱该怎么管”，加快财政
资金支出进度，实现资环项目管理和
资金效益“双提升”。

湖北财政多点发力助推流域综合治理

湖北日报讯 （记者戴辉、通讯
员陈珺）3月 11日从全省港航工作
会获悉，2023年港航投资稳中有升，
完成87.5亿元，同比增长7.1%，占年
度目标的109.4%，位居全国内河第
三位。建成航道项目2个、港口项目
15个，新开工项目12个，新增高等
级航道里程64公里，新增港口通过
能力5200万吨、旅客通过能力550

万人次，全省港口通过能力突破5亿
吨。

2023年，湖北港航运输生产持
续向好，完成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
吐量、集装箱铁水联运量6.93亿吨、
329.83万标箱、17.55万标箱，分别同
比增长22.8%、5.5%、107.2%，集装箱
铁水联运量占整个长江干线的1/3，
各项指标位居长江中上游第一位。

船舶污染防治成效明显。完成运输
船舶受电设施改造 222 艘年度任
务。全省港口岸电使用量1467万千
瓦时，同比增长158%。全省船舶生
活垃圾接收量5118吨，船舶生活污
水接收量39万吨，含油污水接收量
8639吨，船舶污染物转运处置率达
99%以上。

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负责

人介绍，2024年，我省将坚持扩大有
效投资，打造经济水运，完成港航固
定资产投资100亿元，新增港口吞吐
能力3000万吨，确保港口集装箱铁
水联运量增长15%。同时，推进第一
批11个旅游渡运码头建设，建成武
汉港中华路码头改造提升项目、荆州
港江陵经济开发区综合码头工程、武
穴港黄家山散货码头工程，加快建设
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码头（坝
上）工程、荆州港斗湖堤作业区多用
途码头工程等港航项目。

我省港航投资居全国内河第三

3 月 11 日，当阳市坝陵街道
群益村，村民正驾驶旋耕机编队
进行精细化春耕作业，拉开春季
蔬菜栽种大幕。截至目前，当阳
市栽种蔬菜2万余亩，在田蔬菜7
万多亩，集中育苗1亿余株，田间
地头呈现一派繁忙的备耕景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
松 通讯员 陈昕 向冰钰 摄）

春耕正当时

B 100天改造实现市场焕新升级

A 将美好运营理念引入传统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改造，提前一天，老百姓
的生活就早方便一天。本着这一原
则，联投城市运营公司积极协同省设
计院、福汉木业公司等兄弟企业，在鄂
州市相关部门的协调支持下，短短
100天内，保质保量完成了三大农贸
市场累计占地面积17243平方米的升
级改造。整个改造期间还实现了市场
管理不缺位、商户经营不间断、居民购
物有保障。

地处吴头楚尾的鄂州，是武昌鱼
之乡。全新的三大农贸市场，在视觉
装饰上悉心引入了地域文化、本土文
创等全新元素。同时，市场外部重新
规划人行动线、货运动线，对建筑外
立面、停车场等硬件设施进行全面改
造，有效解决占道经营、乱停车现象；
市场内部则对业态、功能空间等重新

布局、分区设计，增加排水、排风、照
明系统。

“增加了排水、排风系统后，整个
市场保持干净整洁，再也没有过去污
水横流、异味刺鼻的现象。”联投城市
运营公司农贸市场改造项目负责人张
哲介绍，改造后，生熟食统一分区，业
态分类展示，整洁明亮，新增排污、排
水沟渠，投入智慧化电子设备，开设线
上销售渠道，内外整体空间得到了全
新提升；同时，部分市场不仅优化了卫
生间，还同步增加母婴室，满足各类人
群需求。

走进每家农贸市场，最先映入眼帘
的是全新服务台，能为市民提供咨询、
答疑、复秤等多种服务，逛累了也可在
此休息。每个摊位均配备一个智能电
子秤，经营户的证照、商品价格、溯源等

信息一目了然，让前来买菜的市民买得
安心。

如今，接过父亲卤菜生意的张玲
霞，摊位焕然一新：专设透明橱窗，档内
不仅能容纳大型冰柜，且柜台空间充
盈，可展示多种卤制菜品。每个摊位配
备的自来水龙头，也满足大家随时用水
的需求，省去了挑水的烦恼。闲暇之
余，张玲霞用上了养生壶，一碗雪梨银
耳羹，便可抚慰一天的疲惫。

“来一把韭菜。”家住附近的汪女
士，已在蟠龙农贸市场买菜多年。看
着焕然一新的市场，连连感叹：“连买
菜的心情都变精致了！”改造完成后
的三大农贸市场，一跃成为食品安全
卫生、环境清洁有序、市场管理精细、
商户经营文明、百姓消费便利的服务
场所。

让烟火气更温馨洁净 让菜篮子充满“智慧味”

联投城市运营打造鄂州农贸市场样板工程

3月1日，明亮

整 洁 的 鄂 州 蟠 龙

农贸市场里，人流

如 织 。 打 开 直 播

间，菜贩刘丽英一

边择菜，一边和网

友聊天。“蟠龙农

贸市场变美啦！”

“发个定位，我来

买菜。”直播间里

的留言，让刘丽英

倍感自豪。

让 烟 火 气 更

温馨洁净，让菜篮

子 充 满“ 智 慧

味”。2 月 6 日，由

联 投 城 市 运 营 公

司 负 责 升 级 改 造

的鄂州市蟠龙、樊

口、明堂三大农贸

市 场 正 式 开 门 营

业 。 通 过 探 索 以

市 场 管 家 为 核 心

的 一 体 化 运 营 模

式，联投城市运营

公 司 让 传 统 农 贸

市 场 融 合 人 间 烟

火与创意美学，全

力 打 造 鄂 州 首 批

智 慧 农 贸 市 场 民

生工程样板。

今年 41 岁的张玲霞记得，1995
年，父亲在樊口农贸市场开设摊位时，
铁棚子支撑的市场简陋破旧，一变天就
漏雨漏风，市场内环境更是脏乱无序。

“蟠龙、樊口、明堂三大农贸市
场，都是鄂州老百姓买了几十年菜的
老市场，具有极强的市场存在感，但
因基础设施落后亟待改造。”联投城
市运营公司党委委员、执行总经理覃
志鹏介绍，作为城市美好生活服务
商，联投城市运营公司着眼民生关
怀、彰显国企担当，以农贸市场改造
为切入点，将美好运营和服务理念引
入百姓“菜篮子”。

人间四月天，菜场占半边，市民
究竟需要怎样的农贸市场？为深化
共同缔造实践，联投城市运营公司开
展了长达3个月的前期摸底调研。从
方案策划，再到规划设计、改造建设的
每个阶段，联投城市运营公司都广泛
发动摊主商户、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一
家家、一户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200

余份，力争多方共谋共建这一民生工
程。

经过详细调查梳理，三大农贸市
场存在共同的痛点：照明昏暗、摊位设

施简陋、无排水排风系统、运营管理跟
不上、缺斤少两等不规范现象时有发
生，卫生间环境差、受线上渠道销售冲
击线下销售量下降……“一劳永逸的
办法是将农贸市场直接改造为生鲜超
市，但这样就完全没有顾及600多位
摊贩的利益，他们在市场里经营了二
三十年，一个摊位就是一家人的生
计。”覃志鹏说，结合赴北京、上海、杭
州等地学习成果，联投城市运营选择
在继续保留摊位、保障菜场健康生态
系统的基础上，开展提档升级。

“希望改造后的菜市场可以设置
一些休闲空间，居民买完菜后可以坐
着休息聊天。”“菜市场作为城市烟火
气最浓厚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里不
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感受城市的文
化。”来自居民的意见，让联投城市运
营团队不断明确改造方向，进一步深
化改造方案，通过配套微改造计划，在
布局合理化的基础上，增设社交场地，
提供便民服务功能。

点开农贸市场查询屏，
每天市场实时交易数据、统
计分析一清二楚，且对每种
蔬菜农药残留信息也进行
滚动公示，方便市民了解。

据了解，为保障农贸市
场长效健康生态，联投城市
运营公司与鄂州市政府共
建智慧农贸管理系统。通
过该系统，每一台电子秤的
动向实时接入菜场后台系
统，并且都可实现食品溯
源，赋能市场智能化日常运
营管理，保障菜场的经营安
全，促进农贸市场规范化、
高质量发展。

为了让菜篮子拎出长
久幸福感，联投城市运营公
司秉承“完善规划、完善硬件、完善管
理”的总体原则，将以“运营”为核心
理念，服务于鄂州农贸市场“公共空
间、生态环境管理、人民生活”三大维
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造运营
样本。

“烟火气不是一个人的烟火气，
而是大家的烟火气。”覃志鹏介绍，联
投城市运营公司不做传统的管理方，
而要将管理思维转换为运营思维，变
管理经营户到服务经营户，让农贸市
场充满温情。

农贸市场改造不能仅停留在硬件
阶段，还要在软件服务上升级。据介
绍，联投城市运营公司将逐步对600
多位摊贩开展统一培训，让大家学会
规范经营，同时更会打理柜台、整理菜
品，更好与顾客交流。未来，像刘丽英
一样的直播摊贩，将会越来越多。

下一步，在“不停业、不搬家、不
改变布局”的前提下，联投城市运营
公司将陆续开展小店微改造、科普教
育、小型展览、美食节等开放实践活
动，展现城市人文与市场特色，吸引
年轻客群，拓展运营思路。蟠龙农贸市场增设服务台，提供咨

询、答疑、复秤等多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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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亮相的樊口农贸市场，摊位整洁明亮，市民体验感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