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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海冰、通讯
员鄂文旅）3月23日，湖北省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暨湖北省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在汉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
批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并为其授
牌。至此，我省共评定公布湖北省
文化遗址公园三批次18处。

第三批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有
6处，分别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三
游洞、李时珍墓、彭家寨、容美土司
屏山爵府遗址、凤凰咀遗址。

其中，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
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古铜矿
遗址中采冶延续时间最长、开采
规模最大、采冶链最完整、采冶技
术水平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处
古遗址。宜昌三游洞是中国重要
的石窟及石刻文化遗产。蕲春李
时珍墓由李时珍夫妇合墓及李时
珍父母合墓组成。宣恩彭家寨是
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
一处吊脚楼式建筑群落。鹤峰容
美土司遗址群为明清时期遗存，
为土家族田氏土司治所。襄阳凤
凰咀遗址是鄂西北迄今发现的规
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将
襄阳的城址发展史向前推进了两

千多年。
据悉，荆楚大遗址数量多、规

模大、价值高，影响深远。荆楚大
遗址传承发展工程自2019年启动
实施，全面推动荆楚大遗址保护利
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省
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文化公园、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湖北省文化遗址公
园为主体的荆楚文化保护传承体
系，已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4
处、立项7处，总数居全国第三。
国家文物局充分肯定并向全国印
发我省经验做法。

建成开放一批湖北省文化遗
址公园，是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
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做好湖
北省文化遗址公园遴选评定工
作，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领
导小组出台《湖北省文化遗址公
园评定细则（试行）》，并于2021
年、2022年评定、公布了第一批、
第二批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一
处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湖北省
文化遗址公园，正融入人们生活
当中，成为荆楚文化的鲜明标识
和展现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重
要载体，引领着人们溯到源、找到
根、寻到魂。

湖北日报讯（记者赵峰、通讯
员朱秋晨）3月19日，襄阳市召开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党建、党风廉政
建设、“项目建设年”动员大会暨全
市卫生健康工作会，会议发布《关
于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扎实开展“项
目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明确七
个方面重点工作，加速推进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为襄阳都市圈建设筑
牢卫生健康根基。

2023年，襄阳市高质量推进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同济襄阳医
院、鄂西北（襄阳）疫情救治基地等
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加速建设；新增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2个，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项目22个，每千人
拥有病床数8.69张、拥有执业（助
理）医师2.90人；深入推进按病种
分值付费改革，开展市级医养结合
试点建设；全市医药健康产业链总
产值达327.09亿元，新进规上企
业5家。

进入2024年，襄阳市将从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深化医改各项
任务、开展健康襄阳行动和爱国
卫生运动、全周期保障人群健康、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发挥
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支撑作用、
保障卫生健康领域安全稳定等七
个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市中医医
院、市一医院东津院区、鄂西北
（襄阳）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等项目
投入使用；推进以城乡急救体系
为载体的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深
化疾控体系、公立医院薪酬制度、
药政管理等领域改革；建立常态
化爱国卫生运动机制，全力争创
全国健康城市；落实生育政策及
配套支持措施，提升老年健康服
务保障水平；突破性发展生命健
康产业，推动产业链延伸和重点
项目快速落地，加强与高校、科研
院所、协会等平台合作，力争医药
健康产业链总产值再创新高。

湖北日报讯 （记者黄磊、通
讯员涂举学、实习生刘润林）2024
武汉马拉松赛于 3 月 24 日举
行。根据赛事组委会的要求，武
汉公交集团派出56台公交车作
为收容车及摆渡车，助力武汉马
拉松。

根据赛事组委会的预判，今
年武汉马拉松预计有1100名运
动 员 及 120 名 志 愿 者 需 要 收
容。比赛结束后，预计有12000
名参赛运动员及志愿者需要及
时返程。

为圆满完成武汉马拉松收容
和摆渡任务，武汉公交集团精心

组织、周密安排、召开专题会，与
汉马公司无缝对接，多次调整优
化方案，组建马拉松收容运输保
障组和摆渡运输保障组。其中，
31台公交车作为收容车，分布在
马拉松赛道全线10个点位，执行
比赛时的收容任务；25辆公交车
作为摆渡车，负责输送参赛运动
员和志愿者从欢乐谷公交停车场
到仁和路地铁站。

据了解，赛事期间，武汉公
交集团还采取临时调整线路走
向、设置安全服务岗等措施，保
障赛事顺利进行及市民乘客正
常出行。

3月23日，中国公路学会交通智能
建造分会在武汉成立，由包括华为在内
的90余家理事单位组成，其中湖北企业、
协会等有13家。这意味着，智能建造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有了更多的智力支撑。

投资屡创新高 倒逼转型升级

长江浪花拍岸，武汉双柳长江大桥
主塔节节拔高，北岸主塔已达150多米
高。外观上看，塔柱横截面呈八边形，且
随着塔柱高度的上升将逐渐收分变细、
倾斜，对施工精度控制要求极高。中交
二航局自主研发的第四代一体化智能筑
塔机投用，工人在百米高空如履平地。
此外，项目在湖北首次导入钢筋网片柔
性生产线，实现了工厂内钢筋自动化加
工、部品胎架内仅需拼装的功能，相较于
传统的人工捆绑工艺提质增效。

高速纵横、桥梁飞跨、港湾密布……
眼下，湖北交通建设如火如荼，大发展引
领交通智能建造迈入全国第一方阵。湖

北成为智能建造应用热土，与交通投资
建设屡创历史新高有关。2023年，湖北
高速公路投资突破1000亿元，力争2025
年前开工沪渝高速汉宜段等14个项目，
总里程1282公里，总投资1955亿元。

“智能建造是交通建设领域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智能化是
实现交通运输行业两个转型的重要途
径，而其中，智能建造是桥梁和纽带。”中
国公路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在中
部地区崛起中强化大通道格局，谋划实
施大通道的改扩建工程，在保证正常通
行的前提下实施改扩建，这对交通智能
建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建造到智造，湖北交通敢于尝
鲜。水泥倒入黄色摊铺机中，经过旋转
散料，徐徐“吐”到路面并被均匀熨平。
路面实现“3D打印”，将沥青摊铺精度控
制在毫米级，这一幕出现在京港澳高速
改扩建湖北段，是中部地区重点交通示
范工程。

中交二航局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宗
平认为，发展智能建造是推进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加快湖北交通建设
发展。

搭建融合平台 拓展成果应用

中国公路学会交通智能建造分会为
何选在武汉成立？据了解，分会成员包
括中交二航局、中建三局等众多在鄂央
企，加上湖北高校和交通科研、设计院所
的加持，有利于构建互利共赢产学研协
同创新融合平台。此外，武汉还是全国
桥都和知名建筑业基地。目前，中央在
鄂建筑企业在湖北共有新建、续建项目
505个。

交通建设领域，新质生产力如何加
速培育？

当天举办的首届全国交通智能建造
学术会议上，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围绕“数
智赋能、交通强国”主题进行“头脑风暴”。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认为，湖北

要瞄准全国重要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定
位，依托新一代信息、制造、材料等技术，
依靠智能制造装备，用智能技术解决制
造问题，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中交集团首席总监、中交二航局首
席科学家张鸿是世界最大跨径公铁两用
斜拉桥——常泰长江大桥的施工技术带
头人。他认为，湖北应以桥梁智能建造
为突破口，融合工业互联网理念，搭建了
以工业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四化
发展”及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三链融
合”为特征的工业化智能建造技术体系，
在建设自主可控的桥梁工业化智能建造
现代产业体系上迈出坚实步伐。

据悉，中国公路学会交通智能建造
分会将以湖北为重点，加强智能建造技
术成果应用，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绿
色发展，助力工程建设降本增效。同时，
强化智能建造人才培养及储备，完善智
能建造标准体系，形成行业性规范标准，
共同促进行业进步。

百米高空如履平地 路面实现“3D打印”
湖北成为智能制造应用热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唐林 晏久顺

进一步构建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体系

我省公布第三批文化遗址公园

襄阳加速建设区域医疗中心

武汉马拉松赛今日举行

56台公交车化身收容车和摆渡车

（上接第1版）
一台台荆楚“铁牛”身怀“十八般武艺”，漂洋过海。
湖北扶星农业机械公司研发的食用菌全自动装袋

扎口一体机，实现了全自动拌料、进料、供袋切袋、扎
口、码垛等系统高度集成，全程无人化作业，产品出口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鹰柴动力
机械（京山）有限公司生产的各型柴油发电机、微耕机、
水泵和碾米机等，站稳亚非市场。湖北双兴智能装备
公司生产的履带式稻麦联合收割机，搭载自主研发的
稻麦专用脱粒系统，有效降低抛洒损失，一举拿下南美
及老挝200台订单。湖北省农科院研发的鳝鳅剖切
机，成功销往孟加拉国。华友天宇科技（武汉）股份公
司创制的机耕船“开”进印尼，深受当地农户好评。

农机一响，种地不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实施农机装备补
短板行动。

湖北是农机应用大省。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一
台插秧机、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第一台机耕船均出自湖
北。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省农机装备行业发展逐
渐式微，不少农业作业领域一度“无机可用”。

近些年来，我省围绕主粮作物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
以及十大农业产业链关键装备，加快补齐农机装备短

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渐渐找回“有机好用”的自
信。气吸式玉米智能播种机提高播种质量，助力粮油单
产提升行动；丘陵山地果园生产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装
备，让鲜果轻松“出山”；艾草鲜叶脱叶短板机，减少人工
依赖，提高生产效率，壮大蕲艾产业……

下一步，我省将不断完善农机制造、流通、科研、推广
和使用等新机制，加快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让
数字化、智能化的农业机械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鲜明
注脚，让“湖北制造”逐渐迈向“湖北智造”，扬名海内外。

从“无机可用”到“有机好用”
□ 崔逾瑜

传统“镐锄镰犁”大变脸 荆楚“金戈铁马”闯世界
记者手记

（上接第1版）
“如果一天充放电一次，可以有效运

行25年！”远景动力技术十堰基地负责
人孙志能介绍，该公司生产的315Ah储
能电芯，单颗电芯储能1度电，可以循环
充电1.2万次。这款电池打破了储能电
芯“长循环寿命”和“高能量密度”无法兼

容的技术难题。
另一场技术革命，发生在湖北万润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与华中
科技大学、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开展产学
研合作，主导研发的钠离子正极材料获
得突破，已经实现量产出货。

新型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上的核心“赛道”。孙志能介绍，去年年
底，远景动力一期项目20GWh产线全
部投产，大批量供给本地及全球头部客
户。今年远景动力十堰基地将继续保持
高质量生产，尤其针对商用车电芯和储
能电芯领域，持续交付行业领先的商用
车电池和300+Ah大容量储能电芯。

“目前，十堰已布局27家规模以上
新型动力电池企业，已建、在建或将建的
新型电池项目总投资超过500亿元。”盛
慧说，十堰市新型电池产业2023年产值
达到144.7亿元，同比增长44.6%。除动
力电池之外，电机、电控等新能源汽车核
心零部件产业已在十堰完成布局。

“中国商用车之都”向新而生

湖北日报讯（记者余宽宏、通
讯员姜谷平、林广鑫）3月23日14
时45分，随着2架无人机从十堰
市邮政公司城区火车站营业部出
发，经过15分钟的飞行，到达茅箭
区茅塔乡寄递物流共配中心，我省
首条低空物流配送线路在十堰正
式进入常态化运营。

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线路全长
14公里，当天飞往茅塔乡寄递物流
点的无人机载有村民购买的蔬菜
种子和日用品包裹，从茅塔乡飞出
的无人机则将村民新鲜采摘的茶
叶运送到火车站营业部。这条线
路邮递员开车过去需40分钟，无
人机运输只要15分钟。此外，相
较于传统陆运交通物流，低空物流
配送的运输成本降低了20%左右。

“我们使用的是电动多旋翼
TA-Q20型号无人机来执飞本次

任务，该机型抗风性能好、自动化
程度高，适合在山区运行，最大载
重量可达10公斤。”联合飞机集团
项目负责人洪军介绍，配送线路是
提前设定好的，只需在配送点起降
场地放好特定标记靶，无人机就会
按照预设航线自主起降和飞行。

茅箭区委常委、副区长万正龙
介绍，2023年底开始，茅箭区抢抓
新质生产力发展契机，加快布局低
空经济产业。未来，该区将持续深
化低空飞行在农业生产、公共服
务、应急救援及文化旅游等各类场
景的应用，争取推出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样板。

当天，十堰市“人民商场—人
民医院”“大洋物流园—汉江师范
学院书香嘉苑”两条线路也完成实
地验证，为下一步正式开通做好了
前期准备。

我省首条低空物流配送线路
在十堰首飞

3月 23日，武汉大学举办高
中生赏樱专场暨校园开放日活
动。近40所省内外中学的2万多
名高中生、老师和家长代表来到珞
珈山下，走进34个学院，了解130
个本科专业，沉浸式体验武大魅
力，零距离感受学院风采。

在最美校园 体验大学之美

作为中国最美大学之一，武汉
大学校园风光旖旎。正值阳春三
月，樱花大道春樱盛放，随风飘落，
犹如雪花纷飞，美不胜收。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武钢
三中、武汉三中、鄂州高中、晴川高
中的高中生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游览校园。除了樱花大道，高中生
们还走过理学楼、行政楼、万林艺
术博物馆。

“怎样才能上武大？”“未来在
这里有哪些发展方向？”武汉大学
卓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34个学院
在这里向高中生们讲述最新专业
信息，不少同学穿梭在学院和社团
间，手上握着心仪学院和专业的介
绍手册，向学长学姐询问专业问
题。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病
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测绘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武大国家
级实验室向高中生们敞开大门。
来自晴川高中高一（7）班的田欣怡
说：“今天不仅欣赏了樱花美景，还
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不同学科的专
业前景。希望接下来能努力考上
心仪的专业。”

听大咖讲座 感受大学之道

在“大咖面对面”会场，武汉大
学用“线上+线下”的方式，邀请中
国科学院院士刘胜、人文社科资深
教授马费成、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
者于霆、国家教学名师李建中，分
享前沿学术信息和大学之道，为高
中生打开“仰望星空”的窗口。

在“中国智造——芯片可制
造性和可靠性”的主题演讲中，中
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动力与
机械学院教授刘胜说，要用科学
方法解决真实问题。希望招收和
培养的学生投身中国制造业升
级，解决“卡脖子”问题，从事芯片
制造和测试装备等先进制造装备
的研发，“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的
核心，欢迎报考智能制造专业，共
襄中国梦”。

“珞珈山原来叫做罗家山，闻
一多先生改成了珞珈山，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武大的人文精神和
厚重的人文底蕴。”国家教学名师、
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李建中
的演讲主题为“辟雍：珞珈的含金
量”。李达、闻一多、朱英国、雷军
……他用一个个先贤、校友的故
事，将武大的人文和科学精神娓娓
道来。

“武大是孩子们心向往之的名
校，这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沉浸
式体验，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
梦想的种子。”武汉市洪山高级中
学副校长陈鸣说。

樱花树下青春绽放
武大举行高中生赏樱专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通讯员 武柳青

3月23日，武汉大学举办高中生赏樱专场，让高中生在欣赏
樱花盛放美景同时，领略高校校园文化氛围，树立科技报国之志。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通讯员 武柳青 摄）


